
从戒毒所回来后，在一次次
的街道和同伴活动中，她收获了
自我认同感，也更愿意接触社会
了。晓荷考出了会计上岗证，恰
好家附近的酒店招聘财务人员，
应聘成功后，顺利上岗。在酒店
工作期间，兢兢业业的她晋升为
管理层，上司的信任和员工的尊
重，让她很享受这个过程。

社工许文怡表示，回归社会
后，康复较好的人员可以照常上
班，街道里也有康复人员将自己
的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灰暗的过去也在无形中压
向晓荷。有一次上司想派她前往
杭州总部培训，培训后很有可能会
将她升为店长。但考虑到住宾馆，
需要身份证登记。一旦登记身份
证，可能就会暴露自己的过去。“同
事都在，到时候大家都会知道自己
的过去。”想到这，她放弃了培训机
会。“而且如果担任店长，就要去其
他酒店任职，那离家也远了。”

终于，让她惴惴不安的事情成

了现实，上司得知她曾经吸过毒便
找她谈话，言谈中，晓荷意识到不可
能在酒店里继续工作了。第二天，
她就递上了辞呈，“觉得心里很难
受，而且同事都知道了，也没面子。”

社工得知此事后，劝晓荷做
好交接工作再走，“让他们看看，
即使曾经吸食过毒品，也并非无
可救药，康复后也可以很有责任
心的。”

财务工作很是繁琐，交接工
作持续了一个月，其间老板娘多
次挽留，而且最后老板支付了一
笔丰厚的赔偿金。他曾对同事
说，晓荷在工作时，一向以酒店发
展为重，而不是仅考虑自身利
益。可以看出，晓荷在上司那儿
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晓荷笑
了笑说，其实现在也非常理解上
司的做法。此外，她很感谢社工
对于交接工作的建议，“让上司和
同事知道即使是吸过毒的人，也
不是无可救药的，康复之后和普
通人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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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副
总干事余国荣表示，“我们做的是
专业的社工工作，在此之前，上海
还没有先例，我们也是在摸索中
前进。”

自强总社的特色工作有很多，
主要包括三方面：个案工作、小组
工作和社区工作。个案工作就是
一线社工直接为回归社会的戒毒
康复人员提供帮教服务，帮助他们
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增强他们戒断
毒瘾的信心。同时，与服务对象建
立工作关系，带领他们进行尿液检
测，帮助他们度过从戒毒所出来的
三年社区康复阶段。社区康复结
束后，进入两年戒断期，在此过程
中，了解他们的康复情况，并适时
关心。

小组工作是禁毒社工运用社
会工作学的小组工作方法理论，组
织服务对象及家属开展形式多样
的小组活动，增强他们的信心，进
一步提高戒毒康复成效。例如，组
织各种形式的同伴教育小组、才艺
兴趣小组、家庭联谊会等。

社区工作主要是禁毒社工协
助社区组织开展毒品预防教育、发
展禁毒志愿者等工作，同时，进行
社区倡导，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良
好的社区环境和更多的帮教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同伴互助服
务是国际戒毒领域普遍使用的一
种服务，通过运用榜样示范、“同
伴教育”等方法，让戒毒成功者带

动正在戒毒的其他人共同成长。
“涅槃重生同伴教育辅导计划”作
为自强的品牌项目，并通过同伴
辅导员提供服务，增强了药物滥
用者的戒毒自信心，激发对新生
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取得了
较为明显的效果。自强亦希望能
进一步推进同伴辅导计划，使更
多毒瘾戒断的人员能加入计划接
受训练，然后担任同伴辅导员。

自2007年开始，自强总社开
始系统培养同伴辅导员，当时成
立了“涅槃重生同伴教育辅导小
组”，至今共开展了四期，培养了
近 40 名同伴辅导员。对于同伴
辅导员入选的条件，要求是戒断
三年以上，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具
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并且取得家人支持。

余国荣说，有过同样经验的
人更可以感同身受，对戒毒人员
而言，更有说服力，而且康复同伴
确实有帮助他人的意愿，这是普通
社工很难起到的作用。在自强总
社的项目中，与同伴辅导员相关的
有许多，“过去，这些同伴是我们的
帮扶对象，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的
助手。”目前，有一个同伴晓荷，已
经成为了总社的正式社工。“这是
我们的一个突破。”她在总社担任
了一段时间禁毒志愿者后，被吸纳
成为同伴辅导员。此后她通过了
助理社工、社工师等专业资质的
考试。

在刚刚过去的世界社会工作日中，上海市自强
社会服务总社捧回了两项荣誉，分别是2016年度
市优秀社会工作者入围奖以及2016年度上海市社
会工作优秀案例。据了解，该机构致力于为药物滥
用人员提供以康复辅导服务与预防滥药为主的社
会服务。

很多人认为，吸毒人员已无可救药，但社工晓
荷说，作为社工，需要具备一条很重要的信念，就是

“相信改变”，吸毒的人不一定是万劫不复，而她自
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曾沾染过毒品，进过强
制戒毒所，10年前回归社会后，凭借着家人朋友和
社工的支持，以及坚定的信念，她没有再复吸，还通
过努力成为了一名禁毒社工。在回归10周年之
际，她还在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禁毒基
金会主办的2016年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优秀教
案评比活动中获得二等奖。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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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荷说，现在做一行怨一行
的人很多，幸运的是，自己能够从
事喜欢的事业。”踏上社工岗位以
来，她感到，“社工工作要不断用
专业知识来充实自己，而不能单
单依靠热情和激情”。

晓荷表示，社工的理念是助
人自助，也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在工作中，希望能够提
升服务对象的内心，“只有内心够
坚强，才可以跨越生活中的坎
坷。”

她还有5年就可以退休了，
但在工作方面，一直有个心愿，就
是希望能够成为一线社工，到服
务对象的家里探访，陪着他们做
尿检，“这样可能会激发新的工作
思路。”此外，要用自己的康复经
验帮助更多药物滥用人员摆脱毒
品、融入社会。同时，将团队打造
得更有凝聚力。

余国荣介绍说，“在自强总
社，累计戒断三年未复吸的人员
已经达到了超过1.6万人，而认

定戒断三年以上的人员则有9000
多。”对于未来，自强总社会根据
需求开展服务。同时，强调社工
工作的专业性，提倡以“敬业、进
取、专业、助人”为核心价值理念。

此外，总社也在不断拓展新
的社会资源，希望更多人可以正
视滥用药物人员，能够了解并接
纳他们，“其实他们有三种身份，
违法者、受害者和病人”。同时，
也希望他们可以实现自强、自立、
自信和自爱。

晓荷离职后，在自强总社担
任志愿者，而当时自强总社也想
过招聘一个具备较好康复经验的
人员。

刚走上社工岗位时，身份的
转换令晓荷有些不适应，“一些
朋友和同伴成了自己的服务对
象，感到自己和朋友的关系产生
了微妙的变化。”社会工作的职
业界限要求和服务对象保持专
业距离，但有些服务对象是自己
的好朋友。应该怎么对待彼此
的关系让她困惑不已。为此，她
请教了几名社工，得到的答案却
不尽相同。

“因为我是一个特例，在我
之前，上海还没有康复人员成为
禁毒社工的先例。”于是只能依
靠自己摸索。她发现，“做任何
事情，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其次，

再做好一名社工。”琢磨清楚后，
她依旧和伙伴们保持朋友情谊，

“和伙伴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
而共同走过漫漫长路还能在一
起的人更要珍惜。”

目前，晓荷主要负责“让绿衣
使者的爱‘信’飞越大墙”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让成功戒毒康复
人员以禁毒志愿者的身份和大墙
内的强戒学员通信，旨在点燃强
戒学员的康复希望，并搭建培养
戒毒康复同伴成为禁毒志愿者的
平台，让在社区中的戒毒康复人
员在通信中认识到自己的社会价
值，并加强保持操守的信念。

此外，晓荷的工作内容还包
括参与接听24小时禁毒咨询热
线（4000870626）。本月，她接到
了一位母亲的来电，她的儿子正
在戒毒，已经保持两三个月不碰

毒品了。但这位母亲却很焦虑，
于是晓荷在电话中安抚她，她说：

“这时，我的服务对象其实不是正
在戒毒的儿子，而是这位母亲。”
戒毒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包括
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康复，戒
毒人员和其家庭要做好与毒品打
一场硬仗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之
中，家人的情绪很重要，要给戒毒
人员足够的支持。

晓荷说：“其实吸食毒品对于
家庭的伤害不亚于一场地震。”如
今，自强总社的服务对象不仅仅
是戒毒人员，还包括其家人。

社工还要与服务对象的家人
沟通，将帮教服务的经验传授给
戒毒人员的家人。余国荣表示，
戒毒人员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
关心和支持，他们的心理很脆弱，
对他们的后续照管很重要。

晓荷穿着一件浅棕色的皮衣
外套，系印花丝巾，梳着清爽的马
尾，若有所思地回忆说，“我是
2007年 2月11日回来的。”她清
楚地记得自己从戒毒所回家的日
期，那时，在戒毒所生活了一年半
的她，已经对外面的世界感到陌
生。“我当时乘坐公交车回家，看
着一路车水马龙，觉得自己离这
个世界既近又远。脑子有些空
白，并没有想以后要怎么办。”

回家后没多久，便有街道的
禁毒社工上门探望。起初，晓荷
并未感到有什么特别，当时她还
不了解什么是社工，甚至觉得社
工可能只是完成工作而已，未必
会真正地关心和爱护戒毒人员。

慢慢的，晓荷参加了更多街
道活动，其中就有同伴小组活动，
认识了一些相似的同伴，并在小
组中收获了归属感。她意识到，

“社工是希望尽力帮助服务对象
顺利康复，并融入社会。”

晓荷说，自己之所以愿意参

加这些街道活动，与在戒毒所的
一段经历有关。当时，社工入所
帮教，探望时，一名社工握了下自
己的手，“这样的肢体接触是不被
允许的，立马被队长禁止。”最后
结束时，这名社工还轻轻地抱了
下自己。“沾染过毒品的人，往往
会被外人看不起，甚至嫌弃，但这
名社工没有。”这对晓荷产生了触
动，也在她心中埋下了将来要做
社工的种子。

晓荷表示，“我一直说阿芳
是我的社工。”阿芳是虹口同
伴、提篮新愿同伴互助小组的
队长，她也是一名康复人员，回
归社会之后，担任了街道的禁
毒志愿者，常常组织一些公益
活动。在晓荷回归社会之初，
她常带着晓荷一起参加活动，
也使晓荷对于街道的帮扶活动
产生了新的认识。

阿芳组织的公益活动包括到
敬老院和阳光之家献爱心，陪伴那
里的老人和特殊人群，有时还组织

才艺表演。这些活动看似简单，但
很繁琐，需要联系探访的单位，清
点礼品数量，整理包装等等。晓荷
说，“其实我们做这些公益活动，并
不是要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
阿芳说，“在活动中，得到了自我认
可，这是最重要的。”

在一次次活动中，晓荷注意
到，街道的社工很支持活动，比如
自强虹口工作站站长孙老师，她
几乎每次都会出席活动。自强总
社虹口工作站提篮桥街道社工点
点长许文怡说，目前街道正在联
系更多资源，而且对于这些伙伴
的公益活动也提供了经济支持。

“这些同伴可能自身的经济条件
有限，而购买礼物的钱在一定程
度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这是一
项爱心行为，街道很愿意支持。
并且养老院和阳光之家对于我们
同伴的爱心行为也非常认可。”

此时，帮扶晓荷是街道社工
的个案工作，而阿芳则是帮助她
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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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社工：给吸毒者重生希望 他们并非无可救药

志愿者带小朋友参观禁毒馆。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禁毒社工进入社区服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