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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与治理

自2022年以来，我市共破获毒品犯罪案
件15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0多名，查获
吸毒人员 210 多名，缴获各类毒品 2.74 公
斤。截至2022年年底，我市现有吸毒人员同
比下降34.3%。“向好的毒情形势离不开‘打
击与治理并重’。”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指挥室
主任王丹说。

保持严打高压

有效遏制毒品犯罪活动

我市深入落实国家“清源断流”战略，大
力开展“飓风五号”行动，推进“拔钉追逃”“集
群打零”“除冰肃毒”等，有力打击了各类毒品
违法犯罪。其中，破获公安部、市两级毒品目
标案件37起，打掉吸贩毒团伙4个，打掉非法
贩卖、吸食“笑气”团伙9个，侦破了特大制贩
毒团伙案件。全市始终未发生重大吸毒人员
肇事肇祸、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失案事件。

强化管控戒治

持续巩固戒毒康复成效

深入开展吸毒人员排查见面和“平安关
爱”行动，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集中开展病
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攻坚，扎实推进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程，最大限度减少毒品需求。
同时，关爱帮扶登记在册困难吸毒人员及其
家庭，对高风险吸毒人员实行“一人一专班”
全时盯控，对中风险吸毒人员建立“一人一
册、责任到人”，对长期在外省市居住的我市
户籍吸毒人员和长期在我市居住的外省市
籍吸毒人员落实“双向管控”，对涉毒失驾人
员落实了相关处罚，确保了无死角、全覆盖，
我市毒品滥用危害明显减轻。

以科技赋能

推进禁毒工作提质增效

以城市污水验毒工作为依托，持续推进
“市、区、街三级污水监测体系”建设，完成全市污
水监测点位的确定和数据分析，开展“复吸高危
人员”毛发验毒，工作经验得到公安部推广。

深化宣传教育

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明显增强

构建全覆盖毒品预防教育体系，通过“线
上线下”举办宣传活动千余场，通过移动、联
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向全市手机用户发送禁毒
公益短信，受教育群众达2300万人次，组织开
展中小学毒品防范知识竞答活动、高校禁毒主
题系列宣传活动，持续拓展青少年群体禁毒宣
传成效，“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深入人
心，新滋生吸毒人员数量同比下降75.9%。

识破伪装 远离毒品

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又到6·26国际禁毒日，国家禁毒
办日前发布了《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防控、高
压打击整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整体向好、持续
改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下降至近10年来的最低点。
“我市的毒情形势在连续多年保持涉毒违法犯罪下降的同时，现有吸

毒人数和新发现吸毒人数也呈现下降的态势。”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然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好转，但受境内外毒品渗透、网络涉毒活动活跃等
影响，再加上新型毒品不断出现以及隐蔽性，让禁毒斗争一刻也不能松懈。

那么，当前，新型毒品都是如何乔装打扮潜伏在我们身边？哪类人
群容易被“毒”盯上？在与毒品的较量中，我市禁毒和戒毒都采取了哪
些方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误食毒品怎么办？这些知识你一定要知道！
“在暴利的驱使下，犯罪分子会将各种各样的毒

品进行‘乔装打扮’，‘香烟’‘饮用水’‘减肥药’等等，
这些我们不以为然的用品、食品，有可能在‘一念之
间’毁掉一个人。”张凯说，防毒除了识毒，还要拒毒，
特别是当下，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大部分孩子要
开始暑假生活，在假期中，难免会参加聚会、社交活
动，在社交场合、娱乐场所不要轻易饮用陌生人递过
来的饮料，对于离开自己视线的饮料也不要再喝，不
给坏人以可乘之机。同时希望广大家长、同学警惕
身边潜在的危险，特别是对那些形状怪异、图案鲜艳
的“小邮票”“聪明药”“奶茶”等物品要提高警惕，自
觉提高毒品防范意识，发现毒品或者疑似毒品后，在
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切不
可因为一时的好奇、刺激毁掉自己的一生。
“如果不慎接触了毒品，一定不要慌张，不要认为

不小心接触了毒品就毫无办法，从而自暴自弃。”张凯
说，首次染毒之后不要隐瞒，要及时向家人说明情况，
及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详细检查，并根据医嘱解
毒。如果已经成瘾则要马上进行戒毒治疗。戒毒治
疗可以分为脱毒治疗、维持治疗和复吸预防、心理行
为干预及中药针灸辅助治疗等方法。由于毒品成瘾
是一种脑疾病，反复复吸是其特征，因此戒毒治疗需
要较长的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再与毒
品产生联系，坚决不吸第二口毒，同时立即与所谓的
“朋友”断绝关系，彻底远离这个毒品的交际圈。

聋哑残障的他，误入“毒网”无法抽身

刘文（化名）男 41岁

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

刘文是不幸的，幼年时的一次发烧，让
他成了聋哑残障人，从小备受他人歧视。更
不幸的是，因为交友不慎，他又沾染上了毒
品，误入“毒网”的他一时无法抽身。

刚进戒毒所时，刘文既敏感又自卑，一
点儿小事，都会和他人大动干戈。“我觉得别
人看不起我，总是针对我！”产生抵触心理的
刘文，起初总想着以聋哑残障为借口，通过
行政复议离开戒毒所。

管教民警看在眼里，为了帮刘文尽快回
归社会，管教民警学会了手语，多次与刘文
心贴心地沟通，刘文的“心门”被打开了，答
应好好戒治，不再抱有侥幸心理。

其间，父亲的离世让刘文备受打击，一
度情绪低落。为了帮他再度提振信心，管教
民警特别安排了一场视频探访，当刘文的母
亲和一位会手语的“翻译”出现在镜头另一
段时，刘文特别激动，他懊悔再次复吸，他向
母亲保证，出去后绝不再碰毒品。

看着刘文和母亲一起写下的对未来憧
憬，管教民警说：“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他原本幸福的家，差点被毒品“毁”了

小琳（化名）男 35岁

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

小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家里有一个
爱他的妻子。但因为毒品，这个家差点儿支
离破碎。
“第一次接触毒品，完全是出于无知和好

奇。”在损友的引诱下，小琳从最初只吸一口，到
后来每天都吸，逐渐上瘾，最终沉沦于毒品无法
自拔。

身体日渐消瘦、精神萎靡不振、每日浑
浑噩噩，不愿与人接触……很长一段时间，

小琳和毒友混在一起，不问世事、不管孩子，沉
醉在毒品带来的虚幻世界里。

再好的夫妻感情也抵不过毒品的侵蚀，夫妻
俩开始恶语相向，原本温馨惬意的家濒临支离破
碎。小琳的身体也因为吸毒落下了很多病。
“最开始戒断时，小琳是抗拒的。”不服从

管理，拒绝接受治疗。管教民警专门为小琳定
制了专属戒治方案，谈心谈话+心理辅导，联
系家人拨打亲情电话，送其就医做针对性治
疗……管教民警的付出，让小琳慢慢放下了戒
备心，端正了戒治态度。
“是他们的爱，让我重燃新生的希望。”从拒

绝戒治，到“戒治之星”，小琳说，为了家人，为了
孩子，也为了自己，他一定戒掉毒品，重新做人。

溺爱宠出的“问题少年”，又染上毒品

小米（化名）男 34岁

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

今年小米解除了强制隔离戒毒，离开时，他握
着管教民警的手说：“您不仅救了我的命，还帮我
戒除了毒瘾，今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好好地活！”

小米是一名“80后”，有着不错的家境。父
母是老来得子，从小对小米溺爱有加。少年
时，小米就经常出入家门口的录像厅、游戏厅
等娱乐场所，结交了一些混社会的朋友。

因为年少无知，又爱冲动，2008年，小米因
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17年，因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几年的牢狱生活，让小
米收敛了不少，然而，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损友
的诱惑，出狱后不久的小米，又染上了毒瘾。

初来戒毒所时，小米极度暴躁，对戒断治
疗非常抵制。管教民警特别关注着小米的一
举一动，经常找他谈心谈话，帮他化解“心结”。

抵触情绪“破冰”是在2022年的一天。当
日，小米吃饭时不慎被食物卡住了喉咙，紧急
时刻，管教民警及时发现，帮助他排出食物。
“被食物卡喉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我

快死了，觉得特别对不起父母，也特别想见到
他们。”小米说，他特别懊悔自己荒唐的“曾
经”，亲手毁了本该幸福的人生。

嫌婚姻太平淡，寻求刺激的她沾上了“毒”

阿黄（化名）女 50岁

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

阿黄一直对父母给选的大她14岁的丈夫
不满意，觉得夫妻之间有代沟，没有共同爱好，

生活太过平淡。
“老公家有钱，父母就是图人家的钱。”从小

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阿黄说，她没感受过父
母的爱。

婚姻的乏味，让阿黄总想着要寻找点儿刺
激。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引诱下，阿黄走上了
一条“不归路”——吸毒和赌博。

巨大的花销，让丈夫发现了阿黄的“秘密”，
决然和她离了婚，父母亲人也开始远离她。

离婚后的阿黄沉迷在毒品与赌博的世界中
不能自拔，用离婚分得的财产，继续挥霍。不到
一年，她就赌博输掉了两套房子和一辆汽车。

后来，输光钱的阿黄外出打工挣钱，网恋认识
了现在的丈夫。“是他（丈夫）带着警察找到了我，
把我送进了戒毒所。”因为心存芥蒂，起初，阿黄一
直不愿意和丈夫、家人联系，每天过得心不在焉。
“她对家人的感情，有怨恨，更有思念。”管

教民警了解了阿黄的情况后，多次和阿黄的家
属联系，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戒毒所，帮助阿黄戒
断毒瘾，重新回归社会。

在最近的一次探访中，见到家人的阿黄激
动地泪流满面，她说，她感恩管教民警的用心，
她知道了母亲对她的爱，也理解了丈夫的不容
易，她会下定决心戒除毒瘾，回家后孝顺父母，
好好和丈夫过日子。

戒毒所里的故事

永远不要尝试“第一口”

坚决对毒品“零容忍”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直以
来，市戒毒管理局在提高戒治质量上下功夫，
已累计帮助近万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成功戒
除毒瘾，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以分期分区为基

础、以专业中心为支撑、以科学戒治为核心、
以衔接帮扶为延伸’的戒毒工作基本模式。”
市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做好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同时，市戒毒
管理局也在积极推进职能延伸，聚焦出所人
员后续照管、指导支持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为
重点人群提供戒毒指导三项重点任务，加大
社矫、社戒、社康等重点人员管理服务力度。
“依托‘海河阳光家园’工作站，在全市

18个大队设立69个‘天津市戒毒管理局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指导站’。”还在河东区、河
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开展社戒社康
试点工作。截至目前，市戒毒管理局派警累
计300余人，深度融入市域社会治理网格体
系，实现全市16个区覆盖。

“区别于传统毒品、合成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
也就是新型毒品，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
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
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制幻、麻醉效果。”市公安局
禁毒总队四支队政委张凯说，新精神活性物质已成为
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

“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

对于“上头电子烟”来说，它不是电子烟，而是毒
品，并且所谓的“上头”就是在吸食之后，人体产生了
麻醉、致幻等情况。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
猝死等情况。对于含有合成大麻素类的“上头电子
烟”来说，早在2021年7月1日，合成大麻素类物质
就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
类增补目录》，正式被列为毒品进行管制。普通电子
烟的主要成分是水、丙二醇、甘油、尼古丁和调味剂
等，而这种“上头电子烟”里除了以上这些普通成分
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
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四氢大麻酚是毒品大麻的有害
成分，而合成大麻素的成分比天然大麻植物中的四
氢大麻酚成分危害还要大得多。

喝了“开心水”，快乐是假要命是真

“开心水”是一种无味、透明、液态的毒品，它是
由冰毒、摇头丸、K粉混合的。因为其给人的快感很
强，而且隐蔽性很高，服用方式很简单，许多吸毒人
员会把“开心水”混合着饮料来喝。“开心水”中毒一
般会使人多话、头痛、错乱、高烧、血压上升、盗汗、瞳
孔放大、食欲丧失。如果大剂量使用“开心水”，还会
引发精神错乱及思想障碍，甚至出现类似于妄想性
精神分裂症的状况。

“聪明药”“减肥药”“安眠药”也有可能隐藏毒品

除了“上头电子烟”和“开心水”，记者从市公安
局禁毒总队三支队政委祁慧芬的讲述中还了解到，
一些套路满满的毒品伪装在我们身边。

一是“聪明药”，该种药品的成分主要是一类精神
药品莫达非尼。这种“聪明药”长期被一些高中生、大
学生、企业白领滥用，大家误以为在短时间内能提高
注意力、专注力，但是实际上对智商和能力的提高并
没有帮助，大量服用可以导致焦虑、兴奋过度、精神狂
躁，甚至产生幻觉，长期服用能够使人产生瘾癖。

二是“减肥药”，该种药品为瓶装或者铝塑包装药
片或胶囊，主要从国外走私入境。主要成分为一类精
神药品安非拉酮、二类精神药品芬特明。该类药物使
用者大多为女性，为了身材苗条、瘦身服用该药。大
量使用具有兴奋、致幻作用。长期服用会导致焦虑、
精神紧张，诱发高血压、心悸，甚至导致心力衰竭。

三是“安眠药”，主要从境外走私入境。主要成
分为氟硝西泮（也就是常说的蓝精灵）、地西泮、艾司
唑仑等管制的麻精药品。该类药物能使人快速入
眠，常被不法分子利用，一旦与某些药物混合使用能
令服用者迅速进入镇静状态，一定程度上丧失行动
能力，造成一系列社会危害。

市戒毒管理局对我市吸毒人员特点进

行了归纳和总结。

从年龄分布看，20—30岁是吸毒的多

发年龄段。尤其是18—24岁的青少年，开

始喜欢独立生活，好奇心强，缺乏社会经

验，没有责任负担，判断力和预见性不强，

故很容易被诱惑。

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多于女性。

从受教育的程度分布来看，文化程度

越低，吸毒的可能性越大；文化程度越高，

吸毒的可能性越小。据抽样调查，吸毒人

员文化程度大部分在初中以下。

从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吸毒人员属

无业人员、社会闲散人员或就业不稳定者。

从家庭背景来看，有家庭不和、父母离

异、教养无方、家庭中有吸毒人员等情况

的，特别容易沾染毒品。

从婚姻状况来看，吸毒人员中未婚、离

婚、婚外同居等现象较为普遍。

吸毒人员 特点分析

▲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天津市滨海新
区大港第三中学联合举行禁毒戒毒宣传教

育基地揭牌仪式暨“禁毒戒毒宣传教育第一

课”活动。

▲板桥戒毒所禁毒宣传队深入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开展禁毒
戒毒宣传。

�市禁毒办
集中销毁毒品。

集中销毁的毒品。

警惕

新型毒品“花式伪装”
■本报记者 张清 韩雯 摄影 孙震

国际禁毒日

提醒

防毒识毒还要拒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