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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热议社会与法

! ! ! !上周五，本报“社会与法”周刊封面报道
《“乖小孩”夺刀刺向吸毒继父》，讲述一个因
为吸毒引发的家庭悲剧，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和评论。

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因
各种原因染上毒瘾，尽管有心戒毒却难以自
拔。许多人尽管接受过强制戒毒，在封闭的空
间内暂时战胜“白魔”，回归社会后却还是走
上复吸的老路。如何防止复吸、彻底戒断毒瘾
已成戒毒领域中最难攻克的问题。

近日，国内唯一“家庭戒毒预防复吸”的
专业机构———上海雨露戒毒防复吸医疗指导
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与徐汇区禁毒社工站
召开恳谈会，邀请康复对象、家属、社工、专家
等交流，探讨如何引入家庭、让家属全程参与
戒毒的独特戒毒模式。

近八成家属对药物滥用认识不清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吸毒对象经过

!年封闭环境戒毒后，回到开放的社会环境，
如果没有戒毒专业机构的医生和禁毒社工的
系统指导、没有家属参与的家庭康复治疗，在
一年内 "#$的人会复吸。”中心主任秦鸿明介
绍，在我国《禁毒法》中明确规定，强制隔离戒
毒时间为 !年，社区戒毒康复为 %年。从大量
的成功戒毒个案实践证明，戒毒人员要在开
放的环境中成功戒毒，必须要有一个以预防
复吸为目的的家庭康复计划，并适时调整治
疗方案，对吸毒对象和家属进行个性化的家
庭康复指导。

但是，根据中心等在上海、新疆、四川 &

个戒毒所，对戒毒人员及其家属的问卷调查
却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多名对象家属中，
有 ")*+,的人对药物滥用的疾病认识不清，
曾寻求戒毒指导的仅有 -*"$。无论是戒毒对
象还是家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生理、心理、家

庭问题，迫切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干预。

吸毒者和家属一起“上课”
为此，该中心在国内首创了以家庭为主

体的戒毒康复服务模式。一般服务时间为 .

年，主要是作为社区戒毒康复的有效补充。
和传统的戒毒方式不同，家庭戒毒模式

的对象不单是吸毒者，还包括他们的家人。其
中包括在分析诊断对象及家庭情况的基础
上，“一把钥匙开一道锁”，为他们量身定制戒
毒方案，全家“总动员”，帮助对象实施健身学
习、放松学习等，并通过药物维持治疗、强制
戒断等方式，指导和培训家庭成员学习和掌
握一些综合的家庭康复方法，让对象回到社
区后仍抵御毒品诱惑，彻底和毒品说“再见”。

阿英（化名）就是通过中心的帮助成功戒
毒的典型例子。阿英今年 -+岁，身材高挑、容

貌姣好，如今在她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当时吸
毒的穷困潦倒和无助迷茫了。她曾是一名时
装模特，拥有风光的生活，还当过外企的业务
主管。但结识的第一个男朋友却成为她命运
的转折点，因为怕她出国，男友听从朋友怂
恿，欺骗阿英吸食了海洛因。等到阿英醒悟过
来，已经为时太晚，无法自拔，直到因吸毒被
劳教。

在劳教所里，中心的专家来作宣传指导，
阿英马上写信告诉妈妈，有个机构专门针对
身体脱毒、但心瘾时刻会复发的情况，采用家
庭戒毒康复模式。为此，阿英妈妈找到中心，
报名参加了服务项目，等阿英劳教结束后和
阿英一起“上课”，接受家庭戒毒康复培训。

经过几年的综合康复训练，如今的阿英
不但自己戒断了毒瘾，还用亲身经历现身说
法，成了中心的志愿者，帮助别人一起戒毒，

被评为 /(+/年度“上海市优秀戒毒志愿者”。
据了解，中心成立 +&年来，已经为近

.(((个家庭提供了戒毒康复服务，+年以上
没有复吸的对象达到 &0,。

家庭康复亟需解决两个误区
对于家有吸毒者的家庭而言，家人在帮

助其戒断毒瘾中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如何从改
变自己开始，成为鼓励推动戒毒的“正能量”？

秦鸿明表示，根据中心接触的大量吸毒
者家属发现，不少家属往往存在两大误区，最
终导致吸毒者或“破罐子破摔”，或走上歧途，
难以戒断毒瘾。

误区一：一味指责谩骂 态度决定一切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已经染上毒瘾的
人？是耐心沟通交流，还是一味指责谩骂，甚
至敌视排斥，这将直接影响到吸毒者朝着完
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一再失望，不少家人
最终耐心尽失，放弃希望，也将吸毒者推向不
可逆转的精神和躯体疾病。

误区二：病急乱投医 贻误治疗时机

还有些家长，当听到孩子染上毒瘾后就
病急乱投医，到处购买所谓的“戒毒药物”，有
的甚至是“三无”药品。即使是正规药物，没有
专业人员的指导，回家后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从而中断了治疗，贻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为此，专家建议，家庭是吸毒者的心灵港
湾，是他们最终戒断毒瘾的力量源泉。家人是
否有科学的认知水平，并按照医嘱积极参与
家庭治疗，是成功戒毒的关键。家庭教育的缺
失、家属接纳方式的简单粗暴，是许多人走上
“毒路”的主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戒毒后的复吸。因此，家属要从改变自己做
起，学会鼓励、沟通和科学管理病人，解救一
名吸毒人员，也就是解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
家庭。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实习生 王文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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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炎炎酷暑，怎能少得了空调？小编最近发
现，有骗子利用居民对空调的依赖，编造“用电
量超过阶梯电价用电限额、再不缴费即将拉闸
限电”谎言，哄骗市民赶紧给骗子付“电费”。

)月 +-日晚，松江区佘山镇居民李阿姨
来到派出所告诉民警：“刚才有人说自己是供
电局的，打电话给我。我怀疑是骗子！”
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有骗子冒

充电力公司员工，打电话给李阿姨吓唬说：
“李阿姨，你家最近用电太多了，你知道现在
实行阶梯电价的喏，现在你家已经超标欠费
了！再不付费，我们今天就要拉电表了哦！”

正在孵空调的李阿姨吓了一跳：“乖乖，
我们家有老有小，只只空调都在转，要是拉了
电，可怎么得了！”她赶紧按照对方提示，记下
对方提供的银行账号，拍胸脯保证：“我放下
电话就去银行转账，千万不要断电啊！”
对方满意地挂断电话，李阿姨急急忙忙

换鞋准备出门。半路上，她突然想到：“听说现
在电信诈骗很多，该不会是骗子吧？”来到派
出所，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第一个接
到这类诈骗电话的。松江警方告诉李阿姨，电
力公司不会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催款，更不
会让市民通过 123机转账支付电费。

电信诈骗骗术不断更新，但核心换汤不
换药，无非就是以各种理由哄骗市民去 123

机转账。亲们，可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哦！

! ! ! !《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热播，骗子也来搭
车。近日，市民唐女士收到一条短信：“尊敬的
联通用户您好！您的手机号码已被浙江卫视
《中国好声音》栏目组抽取为场外幸运用户。
您将获得奖金 "4"万元（人民币）以及联想手
机赞助的手机一台。”
唐女士按照短信提供的网址登录，发现

的确中奖，于是连忙拨打电话给网站客服确
认，工作人员说领奖要先汇 /#((元税金。唐
女士急匆匆去银行汇款，工作人员听说是领
奖汇款，连忙提醒小心电信诈骗，唐女士此时
才醒悟过来。
唐女士说，因为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加上

节目正在热播，所以有短信说她中奖一下子
很激动，加上骗子把网站做得很逼真，分了
好多步，验证码、客服等都看似规范，而且短
信还提醒兑奖即将截止，要尽快通过 123

机转账办理税金，一急之下，失去了判断。
“奖没领到先付税金？还规定是 123机？”唐
女士事后想来，破绽还是很大，关键是多留
个心眼。

小编了解到，最近选秀节目热播，除了
《中国好声音》，电信诈骗团伙喜欢利用的栏
目还有《中国梦之声》、《快乐男声》等等，伎俩
基本雷同，通过群发短信“乱枪打鸟”广种薄
收、然后通过钓鱼网站、虚假客服等或种木
马、或忽悠转账。
天上不会掉馅饼，小骗提醒，这种诈骗方

式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与传统的中奖诈
骗几杯雷同，都是利用部分市民贪便宜的心
理，借助网络、短信、电话、刮刮卡、信件等媒
介发送虚假中奖信息，继而以收取手续费、保
证金、税费为由，骗取钱财。只要记住一点，要
汇款转账，都要留个心眼。

! ! ! !近日，警方连续接报一种新型诈骗。骗子
利用市民对网银软件不熟悉的空子，通过发
送所谓升级电子密码网址骗取动态密码，实
施转账，将被害人账号中的钱偷偷转走。

)月 +5日下午，奉贤警方接到报警，市
民俞先生收到一条短信：“您的电子密码器将
于次日到期。请及时登入我行手机网站 6784

9:;:<=4:>=进行安全升级保护。”俞先生用手
机登录该网址，按照网站提示输入了工行电
子密码器上的动态密码，系统提示“升级成
功”，稍后报警人接到短信提示，工商银行账

户内的 )""00元人民币被转走，登录网上银
行，只能查询到“网银转出”，无法得知对方账
号。同一天下午，市民宋先生也遭遇同样骗
局，被骗 ++0)+元。
小编了解到，工行虽然有用于网银的电

子密码器，但该密码器是五年自动失效的，客

户只需去银行更换新的密码器，并不存在登
录网站更新这一方法。
小编提醒市民，电信诈骗万变不离其宗，

瞄准的都是市民的银行账户，因此涉及与账
户相关的密码、账号等一定要谨慎。不要轻
易尝试使用自己不熟悉的银行业务，也不要
轻信陌生短信发来的与账号、密码等相关的
服务，更不要在陌生网站上输入自己的账号
和密码，以防被钓鱼网站骗取账号和密码，
有疑问最好亲自打电话或到银行向工作人
员求证。

! ! ! !以往以“邮包藏毒”、“信用卡欠费”等方
式单独出现的诈骗伎俩，如今被骗子统统搬
了出来，打起了电信诈骗“组合拳”。幸亏市民
李先生曾收到过防范提示，在民警的耐心分
析下，一万元血汗钱没有汇出。
今年 )月 /日下午，家住青浦的市民李

先生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自称邮局工作人员
的男子在电话中称，在李先生的邮包内发现
毒品。不仅如此，对方还称李先生办的一张信

用卡透支了 0万余元。
电话中的男子主动提供公安局电话让其

咨询，李先生拨通了这个所谓的公安局的电
话号码，自称民警的男子告知其身份信息泄

露，要求李先生立即在对方指定的账号内存
入一万元保证金，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李先
生信以为真。在赶往银行途中时，正好经过重
固派出所。想到此前民警曾做过宣传，李先生
决定先到派出所咨询一下。民警听了李先生
的描述后，断定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
小编提醒，电信诈骗花样再多，只要市民

谨慎汇款，遇事与家人、朋友多商量，或向民
警咨询，便可大大降低被骗概率。

!空调用电超量"不付钱就拉闸#$

———酷暑天现出新把戏

!防骗 !"#计#"

%好声音$中奖&领奖先汇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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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密码到期&新骗局'

———不熟网银软件 它来钻空子

邮包有毒品(信用卡透支)*

———电信诈骗打起“组合拳”

本报记者 潘高峰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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