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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特别关注$一个自愿戒毒家庭的人生故事

! ! !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上海科技
馆进入世界上最受欢迎的 !" 个博物
馆名单。昨天，记者从上海科技馆获
悉，来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的消息显示，根据 !"%&年的博物馆指
数，上海科技馆入选世界上最受欢迎
的 !"个博物馆，名列第 %'位。

据 !"%&年博物馆指数，中国对博
物馆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上海科
技馆 !"%&年的参观人数超过 &("万，
比 !"%!年上涨了约 %!)。

博物馆指数来自国际主题景点业
内权威组织 *+, 及顾问集团 ,+#-.

发布的全球景点吸引力报告，主要跟
踪的是博物馆参观量。今年是博物馆
指数发布的第二年，报告目前主要关
注欧洲、美国、加拿大以及亚太地区的
顶级博物馆。

!"%& 年全球最受欢迎 !"家博物
馆依次是：卢浮宫!巴黎"#美国国立自然

历史博物馆!华盛顿"#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华

盛顿"#大英博物馆!伦敦"#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纽约"#英国国家美术馆!伦敦"#

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自然历史博物

馆!伦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

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华盛顿"#泰特

现代美术馆!伦敦"#$国立%故宫博物

院!台北"&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华盛

顿"&蓬皮杜中心!巴黎"&上海科技馆

!上海"&奥赛博物馆!巴黎"&$国立%自

然科学博物馆!台中"&科学博物馆!伦

敦"&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伦敦"'

世界最受欢迎博物馆
上海科技馆入选#"强

今年49岁的阿红，人生
大起大伏。作为上海最早一批
富起来的人，她幸运过；作为
上海最早的一批吸毒者，她也
沉沦过。

戒毒15年，复吸15年，
反倒把一心帮她戒毒的丈夫
也拖入深渊。最黑暗的日子
里，死亡离她只有一步之遥。
9年前，阿红和丈夫阿伟

相约戒毒，至今一口未吸。死
都不怕，还有什么能打动他
们？“是社会关爱给了我们勇
气。”阿红笑得爽朗：“我现在
出去走路，腰也能挺起来了。”

! ! ! !上海公安部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 !月以来( 上海共查处吸毒人员 !"!

万人次(其中复吸人员 #$%&人次(比例接

近六成)

这是一个让人沉重的数字* 它说明了

戒断之艰(禁毒之难(更说明吸毒人员回归

社会的整个体系还需要完善*

与很多吸毒者聊过(除了少数(大多人

都有戒断的期望* 他们是违法者( 更是病

人(但很多时候(人们总会对他们报以异样

的眼神(能够真正接纳他们(让他们重拾正

常生活的环境和机会并不多*

据上海自强总社和各社工站的调查(

几乎所有的吸毒者对社工抱有好感( 认为

他们不是父母胜似父母* 吸毒者为了筹措

毒资(可以骗任何人的钱(但他们很少骗社

工的钱(吸毒者向社工借的钱(绝大多数都

被归还*这并不是简单的投桃报李(而是吸

毒者得到一点认同和尊严后(害怕失去的

表现*

基本的生活保障+ 自食其力的工作机

会# 平等对待的目光,,吸毒者要回归社

会(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归结下来(其实就

是体面和尊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禁

毒工作(还任重道远*

染毒
最早万元户想“有花头”
阿红的家在恒业路上的一个老式居民楼

里。昨天，记者随上海市公安局缉毒处的刑警
老钱上门探访，她和老公阿伟正忙着做手工
艺品。“从城隍庙买的珠珠和玻璃花，串起来
做成工艺品，给社工拿去义卖，捐给希望工
程。”阿红说，丈夫的手很巧，她只是搭把手。
桌子上还放着一个成品。“这是发财树，

下面的柿子代表心想事成。”阿红说，这是前
几天就做好的，准备送给缉毒处民警，感谢他
们多年的关心和帮助。
阿红很瘦，依然看得出当年毒瘾缠身的

痕迹；她笑声爽朗、说话坦荡，也流露出“混”
过社会的气息。回忆当年的一切，她像是在讲
别人的故事，但说到动情处，也会激动和叹
息。
“你不要看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以前我

也富过。”阿红告诉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她就开始做生意，是上海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阿红做的是服装生意，经常要南下去广州进
货。当时广州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宾馆，是她梦
魇的开始。
“那时候很多做生意的没事聚在那个宾

馆，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 /号（海洛因），
不过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只听说弄了适
意。”阿红告诉记者，那时毒品刚出现，不光老
百姓不知道，警察知道的都不多。
“因为很早就做生意，有了钱，该玩的该

吃的都试过了，听说这么新奇的东西当然要
试试，而且当时这个东西在圈子里是身份的
象征，能搞到，代表‘有花头’。”阿红回忆，一
开始都是弄一点卷在烟里，“几根烟一吸，就
再也离不开了。”

破家
家当败光连累丈夫染毒瘾
懵懵懂懂染上毒瘾，清清楚楚看到人生

变化。因为吸毒，阿红生意也不做了，整天吸
了就是昏昏沉沉睡十几个小时，起来后就想
着再来一口。“当时 /号特别贵，好的要 0"""

多元一克。几年吸下来，一家一当全部败光
了。”

卖光了家里的东西，借钱借到没有亲戚，

阿红只能去找从小青梅竹马的阿伟帮忙。阿
伟也是做生意的，手头宽裕，加上从小就喜欢
这个比他大几岁的阿姐，可以说对阿红有求
必应。不久，两人结了婚。婚后，阿红的疯狂吸
毒让阿伟心惊，他决定帮阿红戒毒。

当时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戒毒手段和药
品，戒毒相当痛苦。没戒几天，看别人一吸，就
又走回头路。为了帮阿红戒毒，阿伟先是带阿
红去乡下，避开她熟悉的圈子，后来又带她南
通、苏州到处跑，一个地方一呆就是七八个
月，希望换个环境能让她换换心情，不要老想

着吸毒。但每次一回到上海，没过几天，阿红
又开始偷偷吸毒。

为了戒毒，两人争吵过。一次争执后，阿
伟想不通，这个东西真的那么好吗？戒掉真的
那么难吗？他告诉阿红，“我也吸，然后戒给你
看。”

结果可想而知，从一个人吸到夫妻一起
吸，要戒更是难上加难。经常是两人一起约定
要戒，结果一个还在熬着，一个已经偷偷吸
了，另一个一看，也吸上了。这样反反复复中，
两人迎来了女儿小音的诞生。

疯魔
寻求刺激离死只差一点
吸毒吸得家徒四壁，两人就把女儿交给

阿红的父母，仍旧一心扑在毒品上。
“那时候人是疯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还有个女儿。”阿红说，当时两人都没收
入，就盯上父母的那点退休工资。平时从来不
打电话，但父亲发工资的那天她从来不会忘
记，总会提前打个电话，让父亲给她留一半。

“吸毒吸到没有人性，吸到众叛亲离，除
了父母，所有的亲戚包括两个哥哥都不再来
往了。”多年以后，“恢复人性”的阿红想起当
年，唏嘘不已。“父亲退休工资不过 1""块，为
了帮我养女儿，他们一直只吃青菜，一个月买
几个肉圆，给女儿补点营养。”

就是在那段疯魔的日子，阿红夫妇对人
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前有钱时，都是好
朋友，现在你穷了，一张草纸都不会给你。”

因为越来越拮据，阿红和丈夫开始注射
海洛因，少量就能获得更大的刺激，但无疑更

加危险。阿伟走两步就要停一下，一查，白血
球 /个加号，医生说：“你快死了你知道吗？”
“其实有好几次，离死真的就差一点点。”

阿红记得，最危险的一次，毒品刚打进去，针
头还没拔出来，人已经倒下去了。“瞳孔放大，
手脚硬直，休克。”多亏阿伟及时发现，生理盐
水一针针往里打，这才把她救过来。
“没钞票，生理盐水都是自己配的，买最

便宜的粗盐，就着自来水调出来。”在阿红看
来，那样的日子其实生不如死，“实在熬不下
去了，一针打死算了。”

温暖
社工居委民警接连送关怀
!""!年，阿伟因被关进戒毒所强戒三年，

阿红生活更加艰难。!""/年生日那天，她因为
卖黄色光碟被抓，关进看守所一年。
放出来那天，下着濛濛细雨。一出青浦区

看守所大门，阿红把铺盖一扔，就向父亲要钱：
“我去洗个澡。”连家都没回，她心心念念的就
是尽快打一针，根本不理会雨中哀伤的父亲。
过了毒瘾，她回到父母家。此时女儿已经

上小学，母女俩几乎是陌生人。她看女儿做功
课不认真，就教训了几句，没想到女儿突然爆

发了。“她哭着说，你从来没有管过我，家里也
从来看不到你，只能看到派出所的警察，现在
干嘛要管我！”那一刻，阿红呆住了，她第一次
意识到自己对女儿的责任。
“这次出来不久，社工就上门了。一开始我

有点抵触，其实我心里很在意。”阿红说，“这么
多年，除了父母，第一次碰到不认识的人说要
帮我。”让阿红感到温暖的是，关心她的不光是
社工，还有居委干部、社区民警。“居委干部想
方设法帮着办理了低保。我以前最怕警察上
门，但那次，一个户籍警看我女儿没钱买铅笔
橡皮，马上掏出 %""块钱塞到我手里，我真是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阿红看来，这 %""块给
她带来的温暖，根本无法用面值来衡量。

感恩
女儿受助后全家当志愿者
丈夫阿伟从戒毒所出来后，夫妻相约真真

切切地下决心戒断毒瘾。
一个“戒”字简简单单，却是一天天、一小

时一小时的煎熬。阿红觉得，朋友是拉一把还
是推一把，结果可能截然不同。“熬不住了，想
想那些帮过你的人，想想女儿，就挺过去了。”

几年前，女儿小音面临初中毕业，懂事的
她听说上高中学费不菲，决定不再读下去，连
志愿也没填。阿红夫妻俩痛彻心扉：“女儿如果
辍学，万一也走上坏道，怎么办？”而且，亲戚都
断绝来往了，没人会相信曾经六亲不认的他们
会为女儿借钱读书。
最困难的时候，缉毒民警伸出了援手。此

前，市公安局缉毒处就已和阿红一家结对，定
期上门慰问，还专门派了一个研究生女民警给
小音补习功课。得知这一消息，缉毒处政委杨
璐把一笔募捐送到了阿红夫妻的手中，还告诉
他们，只要小音愿意读，学费不用担心。捧着这
笔意外的捐款，阿红泪流满面。

小音很争气，中考前第一次摸底时，她只
考了 &""多分，但当得知缉毒警察叔叔为她捐
款助学后，仅仅用了一个月，她就以 (""多分
的成绩考上了高中。
在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小音主动前往社

区阳光之家，成了一名志愿者，还让父母也参
与进来。在女儿的推动下，夫妻俩省吃俭用，到
城隍庙买材料，制成漂亮的工艺品，交给社工
拿去义卖。一家人清贫，但活得很充实很阳光。
“比起很多人，我是幸运的。”阿红说。（文

中人物为化名）

记者手记

体面回归
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潘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