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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刚坐下 !分钟，教室内的座位
就自动调整了。原本集中坐在一起
的服刑人员散开，坐到了前来探望
的家属身边。这一幕发生在上周五
的北新泾监狱中，在普陀区司法局、
新航普陀工作站组织下，辖区服刑
人员的家属、社工和志愿者们来到
这里，与 "名服刑人员一起，开展面
对面的“亲情帮教”活动。

#$ 岁的陈阿婆不停着抹着眼
泪，在她身旁，是因诈骗刚入狱不久
的 %"岁的小儿子黄某。“给，你儿子

的相片。”黄某的儿子今年才 &岁，
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煞是可爱。黄
某摩挲着相片，仰天叹息。

'(("年 #月，黄某被警方网上
追逃。当时，他的同居女友已经怀
孕。%个月后，儿子出生。黄某东躲
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儿子，女友则一
走了之，回了东北老家。'()'年，黄
某被捕，判刑 *+年。
母亲不愿意抚养孩子，祖孙俩

只能相依为命。陈阿婆询问社工，孩
子的户口有可能从东北迁回上海

吗？如果母亲愿意放弃监护权，奶奶
可以当孩子的监护人么？如果可以，
那么孩子想入托就不用到处求人，
看病也不会花那么多钱，祖孙俩还
能向街道申请一份低保，加上陈阿
婆每月 '(((多元的退休金，生活也
许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难熬了。“我现
在就祈祷妈妈身体健康，等我出
去。”黄某一句话，让老人再度落泪。

这次“亲情帮教”活动中，有 &

名服刑人员即将刑满释放。田林阳
光就业服务推荐基地经理茆海连立

即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他们。&(岁的
林某因盗窃在监狱里度过了 , 年
光阴，今年 $月就要刑满释放。对
于重新就业，他显得挺有信心的。
“找工作可没那么容易，要做好

吃苦的准备。”茆海连给他“泼冷
水”。林某在监狱里考出了水电工资
格证，可这张证不知道掉哪儿了，茆
海连立即找来狱警咨询，安慰他：
“没事，这个肯定可以补的。”

对一些家属来说，近“乡”情怯，
不敢来探望自己的至亲。“见一次，

失眠一次。”林某的母亲说，丈夫在
儿子 ,年前入狱时去世了，如今只
剩下母子相依为命。“每次来看他之
前，我都睡不好，翻来覆去想着要对
他说些什么。”林某的母亲叹着气
说，“其实就那几句话，都说了好些
年了。”

可对七旬老人顾阿婆来说，即
便惦念着因心脏病入院的丈夫，即
便前两天不小心摔伤了膝盖，也要
在社工的搀扶下，坚持来探望 &,岁
的儿子。“儿子入狱后，我再没见过
他，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来。”一年前，
儿子因冲动挥拳打伤乘客，被判入
狱 *(个月，今年 ,月将刑满释放。
活动结束时，坚强的顾阿婆拉着儿
子的手不舍得放下，终究还是红了
眼眶。 本报记者 徐轶汝

内容
开馆十年常“翻花头”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的市禁毒馆，尽管已开办
十年，却没有陈旧的感觉，因为该
馆 '(("年斥资 ,,(万余元重新改
造。“为确保展馆一直有‘看头’，自
开馆以来经常‘翻花头’，每年更新
*(!的图文展板，每两年改造一个
展区，保持展览内容常展常新，提
高人们参观的兴趣。”

记者看到，步入展馆，一个大
型环幕电影马上映入眼帘，通过
动漫方式让人们轻松了解毒品、
尤其是新型毒品的品种、危害等。

一段“木偶奇遇记”中比诺曹被骗
子带入玩乐园的情节，更和陷入
“白魔”的吸毒者有相似之处———
“短暂的快乐之后便是不见天日
的痛苦。”

全馆实用面积 *'((平方米，
共分为“青春有悔”“毒品近在你
我身边”“毒品是罪恶之源”“禁毒
关乎民族存亡”“戒毒是唯一出
路”“千万不要吸第一口”“禁毒有
我”-个展厅。展板紧跟新闻不断
刷新内容，如新近发生的“毒驾”、
破获的全国特大毒品案等都已经
更新到展板中。

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
你甚至可以目睹“自己”吸毒前后
的变化。原来，参观者只要步入一

个摄影间，就可以快速拍照，电脑
会自动合成，重新制作成你如果
吸毒后的面孔。看着花容月貌被
“整”成面如土色、扭曲苍老的模
样，你还有“以身试毒”的兴趣吗？

在新增的“生命穿越”展项，
几名孩子正玩得兴致勃勃。这个
项目的内容设计以青少年吸毒的
%大心理诱因为主线，将丰富的知
识点融入互动内容之中，设计了 %

关互动型卡通游戏。会打游戏不
稀奇，能答对题又闯关成功才能
赢得伙伴们的一片喝彩！

针对许多人被诱骗第一次吸
毒从此不可自拔的常见情况，一
个“双面人”环节中，运用高科技
手段让人警示。拉人下水时笑脸

相待、说得花好稻好，一旦“请君
入瓮”后就是另一副嘴脸。而吸毒
者的人生也从此截然不同，失去
学业、事业，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
亡……一个个真实的例子，让人
唏嘘之余，也自然得出了“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的感悟。

形式
“请进来”也“走出去”

作为华东地区第一家成立的
禁毒教育基地，上海市禁毒科普
教育馆一直“全年无休，免费开
放”。和一般展馆坐等观众不同，
市禁毒馆不但“请进来”，也“走出
去”，想方设法扩大禁毒的宣传效

果和影响力。
今年“母亲节”前夕，市禁毒馆

的流动禁毒宣传车开进了上海市
女强制隔离戒毒所和上海市第五
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了“母亲节
的礼物———给戒毒所内母亲的一
封信”活动。“妈妈，看着其他同学
和妈妈天天在一起，我多么希望你
能早点回到我身边啊. ”“我多想和
其他同学一样去一趟科技馆啊。”

看着孩子们纯真的话语，妈
妈们不禁流下泪水。为了实现孩
子们的愿望，市禁毒馆的志愿者
服务总队和市禁毒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受戒毒人员之托看望家
人，有的带他们的孩子出去游玩，
拍好照片后再送进戒毒所，很多
戒毒人员看到照片后泪流满面，
也坚定了戒断毒瘾、回归社会的
决心。

作为“上海市学生社会实践
认证管理工作站”和“上海市‘二
期课改’科普教育基地”，市禁毒
馆和市教委、市禁毒办联合主编
了《上海市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
教案集》，为全市所有的中小学、
中专、技校、职校免费提供规范的
禁毒教育辅导材料。不少学校将
课堂开进禁毒馆，提高了对毒品
的警惕和防范意识。
“毒品过去往往被当作‘白色

恶魔’，刻画成张牙舞爪的狰狞形
象，各种恐吓语言随处可见，但有
时效果却适得其反。”市社科院艾
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
美呼吁，禁毒教育应该抛弃这种
恐吓式手段，采用科学而理性的
教育方法，抢占宣传阵地。

据一项调查显示，本市中小
学生有八成以上接受过禁毒预防
教育或相关知识，有六成学生表
示更愿意接受互动式宣传教育。
上海市青保办主任杨永明认为，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为学生
“减负”的情况下，应提高毒品预
防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开展
毒品预防教育要注重实效，既不
能把毒品问题讲得过分可怕，也
不能讲得过于神秘，以免给学生
认知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杨永
明建议，将毒品预防教育纳入中
小学生“民族精神教育”和“生命
教育”两个指导纲要体系，还可将
一些试点学校的成功案例推广到
全市中小学。

市禁毒科普教育馆成首批13家全国中小学毒品
预防教育社会实践基地之一，本报记者探营———

科普互动让孩子看清“白魔”

普陀区司法部门把家属、社工请进监狱———

面对面亲情帮教感化服刑人员

“陌生人敲门，你该如何应对？KTV、酒吧里，有人请你尝尝
‘摇头丸’，说感觉很爽，该怎么办……”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
却与青少年学生的日常安全息息相关。

和社会上“恶补”学业的夏令营不同，为让学生们过一个安
全有意义的假期，记者了解到，今年暑假，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
馆（以下简称“市禁毒馆”）将携手上海消防博物馆、上海公安博
物馆及上海民防科普教育馆联合举办免费的“快乐暑期，安全护
航———首届公共安全小达人科普夏令营”活动，提高他们的安全
防范意识。
“和传统恐吓式教育模式不同，现在的禁毒教育更应通过新

型传播手段，注重科普性、互动性，让受众乐于接受。”市禁毒馆
馆长汤钧介绍，今年是该馆成立十周年，在“6·26”国际禁毒日
前夕，该馆被教育部、公安部、国家禁毒办授予首批13家全国
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社会实践基地之一。

! 禁毒从我做起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各式各样的吸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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