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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5日海湾旅游区禁毒办会同司法、消保委、妇联、青

保、居委市场管理监督所在海湾旅游区乐汇购物广场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页、发

放宣传环保袋、现场咨询解答等形式，进行了一次禁毒宣传活

动。让社区居民及来奉人员了解毒品知识和禁毒的相关法律

常识，耐心地向居民讲解毒品的种类，宣传毒品给个人、家庭

和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此次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居民的热

烈反响，使居民和来奉人员对毒品危害和毒品知识有了一个

更全面的了解，提高了识别、抵制和有效防范毒品的能力。

通讯员 黄继

奉贤海湾旅游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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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徐泾镇开展禁毒教育知识讲座进校园

不断加大青少年群体的禁毒宣传力度
近日，徐泾镇禁毒办会同综治办、派出

所、团委、社会事业发展办（教委）等成员
单位在上海房地产学校开展青少年禁毒知识
讲座，学校各年级600多名师生参加了此次
活动。

活动中，禁毒工作人员摆放禁毒展板、
悬挂横幅，通过综治办、团委等预先设立禁
毒宣传咨询台，向与会学生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及禁毒宣传小礼品。活动特别邀请了青浦
公安分局团委副书记徐伟老师主讲授课，作
为区禁毒优秀教官，徐老师从什么是毒品，
新型毒品的种类及吸食毒品的危害，防范

“毒”害的方法、毒品与“青少年犯罪”的
关系等内容，对发生在同学们身边的案例进
行深刻剖析，并观看了禁毒教育微电影，进
一步加深了同学们对吸食合成毒品后严重后
果的认识。提醒青少年尽量不要去一些娱乐
场所地方，在交友中也要慎重，要懂得自尊
自爱，少和陌生人接触等，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不盲目追求享受，不以好奇心为由侥幸
去尝试，不受不良诱惑的影响。

青少年学生们认真研读人手一份的《青
少年禁毒宣传教育读本》，同学们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禁毒宣传教育讲座，更加深刻

地认识到新型毒品的危害性，从今以后要更
加自觉远离、抵制毒品，并将学到的禁毒的
知识向身边的人进行宣传。提高了广大青少
年对毒品危害的认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有助于进一步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
禁毒战争中去，营造全民禁毒的浓厚社会氛
围。

此次活动获得了师生的支持，得到了较
好的成效。宣传活动共悬挂横幅2条，摆放
展板16块，向学生发放禁毒宣传资料700余
份，禁毒宣传小礼品1000余份。

通讯员 马召明

不抛弃不放弃
□王玲玲

毒品，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给整
个世界和全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伤
害。因为吸毒，很多人在迷失自我的过程中
深深伤害了关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的心，最
终变得众叛亲离，形单影只。然而社会并没
有放弃他们，而是把他们送到了一个新家，
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在这个集体当中，社
工和服务对象们在一起，把他们当作自己误
入歧途的朋友，而服务对象也往往把社工当
作挽救自己的良师益友。正是如此，身为一
名基层社工，我更加明白了不抛弃不放弃的
含义，只有用真情去感化，用真意去复苏，用
真爱去关怀，才能让一个个本已对生活、对
社会、对家庭心灰意冷的服务对象，重新找
回生活的自信，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涉毒的现实环境

服务对象“云”生于1989年5月，家庭条
件一般。云身为男儿，农村家庭重男轻女的
老思想，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中宝，即使小时
候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父母也不说什么，以
至于他初中毕业后就混迹社会，在此期间，
结识交往了一批社会闲散人员，父母也没什
么抱怨。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的道理。服务对象就是跟着“兄弟”们开始
尝试了第一口，随即是第二口，并逐渐在他
人的不良影响下从一开始的好奇逐步演变
为经常性吸食毒品，以至2012年3月因吸毒
首次被重固镇派出所处行政拘留 10 日。
2015年 3月又因吸毒被重固镇派出所处行
政拘留 10天并处社区戒毒。回归社会后，
服务对象立即来到社工点与社会工作者签
订为期 3 年的社区戒毒协议，配合尿检工
作，并通过自身的努力，继续保持就业状态。

●及时走访、发现症结

初次接触“云”，他那挺拔的身躯、白净
的脸庞、恭敬的态度以及爽朗的笑声都让人
无法与吸毒人员联系在一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社工发现：“云”
之所以误入迷途，反映在：一方面性格上外
向，乐于交际，喜欢人多的场合，看重友谊；
另一方面则是不健康的内向，局限于小圈子
内交往，心中有事喜欢自己埋在心里，很少
与他人交流。但好的一面：服务对象生活范
围局限于本镇，家庭完整，吸毒时间还不长，
年轻可塑性强。

当即社工为其设立专门的教育帮教档
案，对“云”开展个别帮教服务。通过经常找

“云”谈心，对其进行开导，帮助其正确认识现
实。指导其懂得“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
头再来”，已经发生的现实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我们只能勇敢地、坚强地面对的道理。通过
列举世界上很多成功人士曾经的不幸和挫
折，使其明白要勇敢挺直胸膛做一个努力的
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的道理。

●专业方法、用心沟通

对于“云”的症结所在，社工着重分三个
步骤改善其人际交往关系。首先，进行了一
对一的心理访谈，每季保证与“云”面谈两到
三次，了解服务对象戒毒意愿和动机，并给
予他抒发与宣泄负面情绪的机会，进行心理
疏导；让“云”谈谈本次被抓的经过；对毒品
的看法；对以往朋友圈的认识。在此过程
中，社工通过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接纳与同
理心，运用心理联系、多角度探索问题、检测
可能的解决方法，使“云”以一种相对平和的

心态看待吸毒这个事实，正视三年康复期。
其次，社工从他身边的社交圈子入手，联合
与成功戒断的康复人员一同开展同伴引导
教育，逐步使其增强心理上对戒毒的信心，
并扩大良性社交范围。然后，组织他参加集
体活动，在社工的主持带领下，开展社区活
动或小组活动，全体人员坐在一起畅谈学习
心得体会，介绍自己的吸毒经历与反思感
悟。还经常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比如参加
站里组织的团体活动。

对服务对象“云”的教育以感化为主，
情感的运用在帮教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包括来自家庭、来自亲人的支持和鼓励，
来自社工的信任和理解。开展亲情联合帮
教，是巩固思想立场，坚定戒毒信念的关键
一步。云某的家庭情况较好，家庭成员间关
系较为融洽，同时家人对其也从未放弃，因
此在开展情感教育的过程中极为顺利。

刚开始，“云”是避开不谈家的，比较抵
制家访。社工就一次次走访，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让他理解“我们都是希望你有个美
好前程，了解你的家庭是希望能更好的帮到
你”，再者“可怜天下父母心，无论怎么样，你
终究是他们的孩子，只要你肯改正错误，迷
途知返，父母亲人都会永远支持你的。”经过
几次这样的交流劝导，“云”终于放下心中的
顾虑，同意社工与他们一家子坐下来谈谈。
社工就适时运用家庭治疗，帮助“云”和家人
更深入、更好地沟通和相处。

●细微变化、现实成果

我们禁毒宣传时，总会说“一朝吸毒、十
年戒毒、终身想毒”。但是毒品真的戒不掉
吗？服务对象“云”执行康复协议已经 1年

多；在过去的这段康复帮教期间，“云”对毒
品和毒友对他的危害较之以往有了一个更
全面的认识；情绪一直比较稳定，即便有时
候他感觉心理波动，通过社工的安抚和开
导，并配合做体检，心理压力也多少减轻点，
身心上的各类问题通过治疗也已慢慢改善，
能正常地融入生活；不影响工作，收入稳定。

●总结经验、社工的呼吁

药物滥用人员也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被
毒品迫害的受害者。他们需要全社会，需要
家庭，需要我们大家对他们关心，让他们离
开毒品，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往往很多戒毒者在戒毒康复期间可能
表现很好，但是一回到以前的环境就忍不住
了。所以切断毒源是第一要务，绝对不能做
的是与“原毒友”的联系，一旦联系，难免撩
拨心瘾，而心瘾一上来，就什么都不管不顾
了。改变生活地点、工作、社交联系方式，更
新朋友圈子都是切断毒友联系的方法。

其次，就是家庭成员、朋友甚至社会营
造的良好的“接纳”氛围。家庭成员应该给
予更多的尊重，包容与鼓励，社会应更鼓励
戒毒者重新开始生活。

很多吸毒人员，在重新出发希望获得新
生的时候频繁碰壁，找不到工作，邻居避之不
及，甚至连家人都觉得其无可救药甚至放弃。

戒毒者回归社会，免不了需要履行作为
一个正常社会人的责任与义务，包括正常的
工作、正常的人际交流等。

在服务对象康复的一个阶段时间，一个
工作上或是工作中上级、同事的关心，朋友
真切的问候 ，伴侣温柔的陪伴，孩子一个天
真可爱的眼神，父母宽容与鼓励的话语等，
都是最好的“治愈师”。戒毒，从来都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戒毒者自身顽强的
意志力，更需要周围每一个人的宽容与支
持，所以社会工作者要真诚地原谅他、耐心
地帮助他、发自内心地接纳他，不要冷眼！
不要旁观！（作者系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
社青浦工作站社工）

崇明开展就业政策指导
与技能培训

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对象的就
业能力，自强崇明工作站借助“爱的
绿丝带”崇明失无业困难人员就业
促进项目，组织禁毒志愿者为服务对
象开展就业政策指导与技能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使前来的服务对象进
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职业定位，提高了
他们的就业信心。 通讯员 郭云娣

浦东新区书院镇开展
禁毒宣传活动

书院镇禁毒办组织中致社书院
社工组及禁毒志愿者等在书院第一
居委广场上开展了以“珍惜生命，不
让毒品进我家”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
动。活动通过拉横幅、摆放禁毒展
板、发放宣传折页等形式开展。活动
吸引了大量的社区居民，禁毒社工向
大家简单介绍了毒品的品种、形状、
特征等。 通讯员 刘克伟

浦东新区合庆镇开展
禁毒宣传志愿活动

合庆镇禁毒办组织禁毒社工、平
安志愿者在镇文化中心广场及主要
街面路口开展禁毒宣传志愿活动。
此次禁毒宣传志愿活动，共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 1500 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500 余人次，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反
馈。通过活动，帮助广大群众认清了
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

通讯员 刘克伟

3月14日下午，在嘉定新城（马陆镇）石

冈社区的动迁小区内，“老乐汇书场”首场演

出开讲了。活动现场，独脚戏、故事、评弹轮

番上演，中国故事大王黄震良，著名滑稽戏演

员曹雄和他的搭档许伟忠的到来更是吸引了

近百名社区居民到现场，精彩的演出赢得了

居民们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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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乐汇书场”重建“老朋友圈”

□通讯员 张勤 文/摄

“老乐汇书场”定期开讲
新老朋友相聚好去处

“老乐汇”沪语的意思是“很开心，很舒
服，很惬意”。从3月起，每月的第二、四周
的周二下午在石冈社区和樊家社区定期上
演。邀请深受百姓喜爱的演员来演出，节目
水准也将一如既往的维持高标准。内容涵
盖历史故事、文明礼仪、健康养生、安全防
范、时势新闻等等，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各类信息、知识。

通过“老乐汇书场”一系列活动的开展
能给老年朋友们的晚年生活增添快乐与色
彩。同时，对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中的马陆
地区的老年文化生活进行初探，也能在社会
治理过程中，对人文环境的营造、人文关怀
的深入进一步仔细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百
姓，提升人文素养，体现新城马陆的文化气
质。

“老朋友圈”遭遇“散伙”
镇人大巧解难题
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老朋友圈”遭

遇“散伙”。原来的村落随着新城建设的快
速推进已变为社区；农民告别老房上了新
楼变成居民；原来的熟人村组已变为生人

楼宇；年轻人在高科技手段的引领下很快
找到了微信朋友圈，但老年人原有的“老
朋友圈”被支离分散“嘎山湖没人讲，孵
太阳影单不暖热”……动迁小区里老人们
的尴尬现状引起了镇人大代表的关注。“村
宅一旦拆掉以后，一般来说，村民只能在
农村办红白事的时候才会碰到，一个是生
活上的不习惯，另一个是精神生活上的难
适应。”马陆镇人大代表金良说。

“老人津贴”按年龄段发放，文化供给
是否也该作细分？镇、村、村组公共文化
网络体系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形成，百姓文
化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村里有了健身队、
舞蹈队、摄影队、书画队等，送戏下乡、
农村电影放映、图书室等，村、社区也办
起了春晚，过起了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但
是实际参与者与现有老人数还是存在很大
的差距。如何让大多数老人们内心不再孤
单，是否可以重拾他们习以为常的家常
聊、嘎山湖、重复了不能再重复的话题、
百听不厌的唱段，以故事会、书场的形式
来不断满足老人们“说说话”的简单需
求，热闹一下他们孤独的内心。“在镇人大
代表会议上，我们提出了这个课题，正好
张彪公益基金会也有这方面的设想，经过
反复调研，确立了以‘老乐汇书场’的形
式，给‘散伙’的老朋友、老邻居一个重

聚的平台。”金良说。

公益基金精准帮扶
为夕阳生活添彩
张彪是马陆的老书记，退休后回马陆

创办了嘉定首家私营经济城——上海希望
经济城，再次退休后在希望城成立了张彪
基金，于2016年正式在市民政局注册成立
张彪公益基金。主要资助困难的老人和孩
子，至今共出资21万多元，帮助了22户困
难家庭和学生，惠及850位老人。

2017年，老张希望能为马陆的老年人
们难忘的老朋友、近邻的新朋友相互沟通
与交流提供帮助。辖区马陆镇人大第三小
组的代表们获悉后，马上进行了辖区情况
的调研，积极联系，大力支持成立“老乐
汇”，让老张的愿望能得以实现，让老年朋
友们能和老兄弟、老姐妹们经常说说话、
聊聊天，和近邻的新朋友们讲讲各自的老
故事、听听天下新闻。在马陆地区，像石
冈社区和樊家社区这样的动迁小区，不在
少数。上海嘉定张彪公益基金会副理事王
艳飞说道：“明年如果有其他村、社区需要
我们做这样一项活动的话，我们也会有意
向并通过基金会的平台来筹集部分的资
金，将‘老乐汇书场’带到更多老人身
边。”

【简讯】

福利院开设老年学校
老人乐享幸福晚年

提起养老院生活，让人不禁和无
聊、乏味联系在一起。然而，住在马陆
镇福利院的老人却是每天忙得停不下
来。自福利院开设老年学校以来，老人
们画油画、种植多肉植物，学折纸、跳
健身操……玩得不亦乐乎。

一走进福利院，笔者便听到一阵阵
欢快的歌声。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照
着手里的歌谱，高声齐唱《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81岁的吴惠珍老人住
进福利院 5 年了，是老年学校的老学
员，喜欢唱歌的她中气十足、精神矍
铄。她告诉记者，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喜
欢唱歌，福利院一开办老年学校，她就
报名参加了歌咏班。大家围坐在一起唱
唱歌、聊聊天，相当好。她高兴地说：

“觉得自己的心态还是很年轻，一点都
没有老。”

绘画班上，几位老人正在专注地给
图片上色，尽管眼睛有点老花了、手有
点颤抖了，但是丝毫不影响老人的兴
致。工作人员赵艳珠饶有兴致地向笔者
展示了老人充满童趣的作品，“喜洋
洋”、“熊出没”、“蓝精灵”……这些颇
受孩子喜爱的图案，老人也同样喜欢。

此外，老年学校还设有折纸班、园
艺种植班、健身操班等各类兴趣班，都
吸引了不少老人参加。马陆镇福利院开
设的老年学校，不但能让老人学习新知
识，更重要的是，能给老年人提供精神
寄托，让单调乏味的养老生活变得丰富
起来、充实起来。院长刘芹说，“老人
们对老年学校反响热烈，不少老人都积
极参加。最近，不少老人向我反映，想
尝试用微信和孩子交流。”根据老人的
建议，福利院最近开设了手机使用培训
班，从最基础的接听电话、发送消息、
输入通讯录开始，手把手教老人掌握手
机的基本操作。下一步，老年学校将开
设智能手机使用学习班，让老人学会使
用微信、上网浏览等操作。

通讯员 陈宇 丁佳妮

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
奉贤区实验中学崇实校区八（3）班 汪涵

“00”后出生的我，小时候
由外婆带大的，最喜欢听外婆讲
那过去的事。

外婆说：你们现在这么多作
业，妈妈小时候的家庭作业是割
草喂养兔子。啊，我睁大眼睛觉
得很不可思议，可外婆就是这么
说的，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着
猪、羊、兔，放学后野外割草是
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没有作业
的牵绊，没有家人的唠叨，有的
只是孩童间的相互嬉闹和野地里
铜铃般的笑声。我好羡慕妈妈！

外婆还告诉我，妈妈小时候
很调皮，会玩很多游戏。丢沙
包，跳房子，扔砖头，跳橡皮
筋，弹蚕豆，妈妈样样游戏都很
拿手。等等，蚕豆不是吃的吗，
怎么还能弹？听过弹吉他弹棉
花，没想到蚕豆也能弹？“哎，

现在的孩子都痴迷那个什么网络
游戏，一个个那么小就戴上眼
镜，还成天不回家钻网吧……”
外婆一个劲地唠叨着，叹息着。

好吧，外婆，您说得对，玩
什么、做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
凡事太过痴迷，对身体对学习都
不好，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
止。

外婆还讲了很多过去的事，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现在城里的
近邻都互相不认识了；以前提倡
勤劳节俭持家，现在下一代能做
到随手关灯关水龙头就不错了
……听外婆讲着过去的事，那些
永远留下的美好回忆，我们会一
代传一代。祖辈们对后代的希
望，对后代的鞭策，新生代的我
们要铭记在心。有朝一日，实现
幸福的四大目标：和谐、文明、
健康、富有。

有 个 文 艺 节 目 叫 《年 代
秀》，外婆和妈妈特爱看，什么
60 后，70 后，80 后，90 后……
回忆起那时的点点滴滴，特留
恋，再怎么新鲜的流行词，也会
随着那首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
事》唱起：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
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
的歌声，我们站在高高的谷堆旁
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记忆犹新，传承下去。

“香飘飘”的教室
民乐学校三年级 钱思危

咦，今天的校园怎么到处飘
着香味？嗅着各种各样的香味来
到三年级教室一看，你就知道为
什么校园这么香了。对，你猜对
了，原来同学们正在吃点心呢！
教室里散发出阵阵香味，真诱人！

提起吃点心的事，同学们的
心里可乐了。原来，学校里是不
允许同学们带点心到教室里来吃
的。到了下午第二节课后，同学
们常常会因感觉肚子饿而没有精
神上课、作业。老师们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把这情况反映给
学校领导。于是，学校领导安排
好值班管理老师，在下午第二节
课后，让同学们吃自带的点心。

同学们吃点心的品种可多

了，有香喷喷的面包，有美味可
口的蛋糕，还有营养丰富的枣子
……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却是我
那不起眼的小饼干。

为什么这不起眼的小饼干会
这么受欢迎呢？这一袋饼干是长
长的一卷，一片片薄薄的，又小
又轻。虽然它很薄，其貌不扬，
但是把它放进嘴里轻轻一咬，你
就能听到“嘎嘣”的声音。你别
看它特别小，但数量可多了，可
以分给好多同学吃呢！要说它最

吸引人的地方，非它的香味莫属
了，还没吃就让人垂涎欲滴。有
的同学吃了一片以后又抓了一
把；有的同学老远就被浓郁的葱
香味给“吸”了过来；还有别的
班级的同学也站在门口，好奇地
往教室里看着……

很快，饼干就被吃完了，但
它的香味还留在教室里，久久不
散，教室里整个下午都充满了香
飘飘的味道，大家都沉醉在幸福
中……

书伴着我成长
九峰实验学校六（5）班 康筝

小时候，书一直陪伴着我。
我自觉性很强，可唯独遇到书的
时候，我无法抗拒。

童年时，书是花园里色彩斑
斓的植物。我在何时何地，只要
一闲下来，就一定会捧起一本画
满图画的书，津津有味地看。虽
然在家长看来，不过是讲笑话的
小人书，可在我眼中，就仿佛是一
扇新世界的大门。慢慢地，我看
的书上文字越来越多，这给我的
成长作了一些基础，我已不满足
甚至不屑于幼稚的小人书了。

少年时，书是宇宙中无穷无
尽的星际。我开始好奇生命的强
烈、宇宙的形成，文化的起始等各
种各样超年龄问题。家长们从惊
讶转变到惊异……一个七岁小孩
居然在囫囵吞枣地看十八岁青少
年该看的书！这着实让所有人吃
了一惊。那个时期，我对历史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跟历史有
关的书对那时的我来说还十分生
涩难懂，我经常缠着父母给我讲
历史故事。终于父母挡不住我对
历史书的热情，给我买了一套简

装版的历史书，我又一头钻进了
书的海洋。

长大后，书是人世间幽静文
雅的仙境。我常常对着窗外的一
片落叶多愁善感，而生气时看到
一棵参天大树枯死便会装作无谓
地叹“繁华落尽之时，便该听天由
命，顺其自然”之类的话。家里如
果有客人，就会夸我“文艺少女”，
而朋友们就会一脸嫌弃地说“装
什么淑女”，我也嘿嘿一笑扬长而
去，心里庆幸书的智慧、博大精深
与深邃浩瀚，也习惯了一个人坐
在书堆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
默默地自我陶醉。

书使我找到了快乐，使我找
到了人生的意义，也使我获得了
至尊的哲理，我为了生命而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