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丹

“呜啊呜啊呜啊……”伴
随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小于
和小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小于和小张同是90后药物滥用
人员，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两
个人走到了一起……

小于和小张出生在上海远郊
的农村家庭中，小于是家中三代
单传的独子，在无尽的宠爱下变
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肆无忌惮，
因为学习成绩不好，长期混迹于
社会边缘，家长和老师也在一次
次的劝阻失败下对他失去了信
心。无人管教的小于最终走上了
染毒这条不归路，年纪轻轻的他
有过2次吸毒被处理的经历，强
制隔离戒毒出来的小于并没有消
磨掉身上的戾气，在与社工接触
的过程中，小于表现出了对家庭
和现实的不满，出所后的他也没
有第一时间回家而是选择和朋友
在一起。小于的母亲一脸无奈地
向社工抱怨了很久，亲子关系跌
到了冰点。在后来与小于的交流
过程中，社工了解到原来小于的
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工作都很忙，

整个幼儿时期几乎是和爷爷奶奶
在一起的，随着爷爷奶奶先后生
病离世，他觉得自己的亲情缘也
渐渐地断了，到后来小于都觉得
自己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家长的
管教了。

在整个帮教过程中，小于
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淡
漠，但是改变就是这样的突如
其来。小于的父亲因为早年在
外工作且饮食不规律所以胃一
直有问题，虽然有过治疗，但
一直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直
到小于社区康复第二年，他的
父亲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
胃癌，对小于一家来说这无疑
是一个晴天霹雳。从一开始的
震惊无法接受到后来的不得不
接受，这一年小于和母亲一直
陪伴在父亲身边，一次次去医
院进行治疗和复诊，经历了将
近一年的治疗，目前小于父亲
已经基本康复，但由于身体比
较虚弱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参加
高强度工作了。家里的劳动力
除了母亲就剩小于，考虑到母
亲已经年迈，此时的小于突然
之间就长大了，感受到了家庭

的责任和重担，也明白了原来
亲情缘是切割不下的，那是血
脉相连的关系。因为照顾父
亲，小于辞掉了原本在外区的
工作，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工
作。在工作闲暇之余，小于也
尽量远离了原来的那群朋友，
不再与他们为伍一起混迹娱乐
场所，懂得回归家庭，陪伴父
母来弥补儿时缺失的亲情。刚
开始亲子间可能会觉得有点生
疏，小于也会觉得父母太烦，
但他最终理解了父母的不易
……

而小张则是这个故事中的
另外一个主人公，也是独生子
女的她，从小就漂漂亮亮，像
一个精致的小公主，一直是父
母和老师眼中的乖宝宝。可能
就是她的美丽给她带来了后面
的磨难，小张在学生时期就被
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把她的学
校生活搞得一团乱，让她苦不
堪言。进入社会后的小张也是
在朋友的教唆下，尝试了毒
品。虽然后来她懊悔不已想要
及时止损，但奈何毒品就犹如
魑魅一般围绕着她，纠缠着

她，令她深陷其中。东窗事
发，在一次执法过程中，小张
被责令社区戒毒，小张的父母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将在外
工作的女儿接回家中，监督她
好好戒毒。在小张的戒毒过程
中，家庭的力量和支持是她最
后的底气。原本毫无交集的两
个人，在一次社区活动中相
遇，两人年纪相仿又有着相似
的经历，让他们更快地走到了
一起。一开始家人是持反对态
度的，双方的父母都觉得对方
有着不光彩的经历，但小于陪
着小张完成了戒毒的全过程，
两人也没有重蹈覆辙。一路走
来，小张的父母看到了这个男
孩子孝顺的一面，小于的父母
也深觉小张是一个温柔善良的
姑娘。在家人的祝福下，最终
两人喜结良缘，人逢喜事精神

爽，好事接连发生，小于的勤
恳被单位领导所看到破格提拔
晋升，小张也怀孕了，两人的
幸福生活开始了，两个原本因
毒品而破碎的家庭最终拧在了
一起，成为了一个幸福的大家
庭，两人的小家庭也因为小朋
友的到来，变得越来越有烟火
气，到处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枯木逢春，绝处逢生，小
于和小张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
一时的失足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一蹶不振，只要怀抱重新开
始的勇气，那必将迎来新生。
小于和小张两人在故事的一开
始是不幸的，毒品把他们两人
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但或许
也正是之后的戒毒经历让两人
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彼此鼓
励彼此支持，走过了痛苦而孤
单的戒毒路，最终看到了胜利
的曙光，雨后的彩虹。

（作者系上海市自强社会
服务总社青浦工作站练塘社工
点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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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拒毒防毒的“解说人”守护无毒青春

奉贤奉城镇禁毒办：
举行非遗主题团康活动

基层快讯□陈芷研

杨浦区检察院近年来坚持
厉行禁毒方针，依法严厉打击
麻精类毒品犯罪的同时，积极
参与禁毒综合治理，以检察多
面角色筑起麻精类毒品犯罪惩
治与预防禁毒防线。

贩卖麻精类毒品的多为无
业人员，他们看中了麻精药品
受到管控而形成的高差价、社
会公众认识不足，以新奇的噱
头在社交媒体上销售获利。杨
浦区检察院深入到人员流动性
大的工地等，发放禁毒知识手

册、展示常见新型毒品实物模
型，还在各大寄递网点、医
院、车站等张贴实物海报，滚
动播放禁毒原创音视频，破除
知识壁垒，营造无毒环境。此
外，该院还会同杨浦区卫健
委、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区
司法局、黄浦邮政管理局等签
订《关于建立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惩防管控协作机制防范药
物滥用涉毒的意见》，构建防
范麻精药品滥用的禁毒长效机
制。

检察官创作防范青少年毒
品滥用短视频，并在“6·26

国际禁毒日”、开学日等重要
时间节点，积极送法进校园，
打造“检护青春，与法同行”
防范毒品法治课程，与学生深
入交流如何防范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滥用，持续做好禁毒宣
传教育工作。

在区委政法委指导下，杨
浦区检察院结对辖区街道，开
展“市级戒毒康复社区”创建
及“平安杨浦禁毒文化长廊”
建设，积极推进与社区多点联
动，通过流动宣传车发放检察
机关禁毒宣传资料、在社区文
化中心进行禁毒主题演说等形

式，吸引人民群众参与禁毒活
动，开展具有新时代特征、杨
浦地方特色、禁毒工作特点的
实践探索。

该院还主动向区委政法委
汇报有关工作开展情况，积极
融入党委领导、行刑联动、企
业配合、全员参与的禁毒综合
治理新格局。联合区体育局、
区教育局、区卫健委等有关部
门成立“微光禁毒服务队”，
持续扩大禁毒志愿服务活动的
社会动员面和参与度，动员和
充实杨浦禁毒力量。

禁毒广角
主办：东方城乡报社 协办：上海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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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代价

戒毒故事

□倪雪英

禁毒宣传预防教育是禁毒
工作的治本之策。为实现全民
禁毒普及宣传，金山区张堰镇
不断创新禁毒宣传形式、载体
和内容，积极打造全民禁毒宣
传预防教育新格局。

张堰镇以“线上+线下”方
式，全面开展禁毒宣传进村入
户活动。通过挨家挨户上门发
放宣传资料，讲解毒品危害、法
律法规等，面向村(居)民及外来
务工人员、租客等重点人员普
及毒品知识。整合社区学校课
程资源以及15分钟数字课堂学
习圈，定期开展禁毒知识讲座
和预防教育活动，确保受众人

员一个都不少。广泛发动并积
极组织退休党员、禁毒志愿者
等深入大棚、林地等区域，开展
禁种铲毒宣传，深化村民对种
植毒品原植物危害性和法律后
果的认识，辖区连续多年没有
发现新滋生吸毒人员，实现毒
品原能物“零种植”。

张堰镇拥有从幼儿园到大
学的教育体系，学生人数近1.2
万人，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因
材施教、因地制宜开展学校毒
品预防教育。在幼儿园，禁毒
志愿者利用家长接孩子放学等
候的碎片化时间，向他们普及
毒品知识，提醒家长引导孩子
从小树立正确交友观，避免被
不良人员诱惑。在小学开展禁

毒知识讲座时，把禁毒知识与
游戏结合起来，通过寓教于乐
的方式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禁
毒知识，邀请剪纸、书法等老
师，指导孩子们开展禁毒文化
作品创作，把禁毒元素融入传
统文化之中，把禁毒理念深埋
在心底。在中学通过开展禁毒
主题班会、参观禁毒馆、征集禁
毒作品、国旗下的禁毒宣传等
活动，大力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活动，筑牢校园禁毒防线。在
大学加强“中侨驿站”禁毒基地
建设，招募大学生禁毒志愿者
每月在“中侨驿站”禁毒基地为
学生和老师开展禁毒宣讲活
动，增强对毒品的防范意识。

为保护企业员工免受毒品

侵害，张堰镇深入开展“企业职
工拒绝毒品零计划”行动，由镇
平安办牵头在工业园区中心位
置建设“雁企”管家禁毒宣传基
地。通过区域内合作，“雁企”
管家以“请进来”的方式，组织
企业员工利用午休和休息日时
间参观禁毒阵地，由禁毒志愿
者为他们讲解禁毒知识。以

“走出去”的方式，专门成立一
支由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组成的
团队，按时按需走进企业，开展

“禁毒+反诈”“禁毒+反恐”“禁
毒+法治”等普法活动，做优“企
业按需点单，部门联合上菜”清
单式服务工作品牌，推动禁毒
工作走深走实。

金山张堰：构建全民禁毒宣传预防教育新格局

□金建新 记者 陈祈

为了更有效地做好特殊人
群的“平安关爱”送温暖活动，
在 2025年元旦来临之际，奉贤
区奉城镇禁毒办联合奉城久茂
村在生活驿站开展了“邂逅钩
针、非遗传承”主题团康活动。
活动特别邀请了八组特殊家庭
人员及子女参与其中，让他们
在活动中真正体验到非遗文化
带来的无穷魅力。

活动中，大家在久茂村禁
毒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了奉城
镇首个村级禁毒宣传教育基
地，基地内的宣传内容和展品，
深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随着
志愿者的讲解，大家充分了解
我国的禁毒历史与禁毒常识，
增强“识毒、防毒、拒毒”的意
识。活动特邀非遗手艺人讲解

“钩针技艺”的来龙去脉，大家
积极动手，孩子们亲手制作专
属发夹，家长则在旁协助完成
作品，整个氛围其乐融融。

据了解，每逢重要节假
日，奉城镇禁毒办都会邀请特
殊人员家庭以各类形式开展
慰问活动，切实解决他们的实
际困难，改善他们的生活水
平，让他们融入社会大家庭，
更积极地面对生活。

□杨三军 施钱贵 郑明鸿

常青的绿叶、火红的三角
梅、土黄的民居……虽然已是
冬日，但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乌沙镇普梯
村依然色彩缤纷。

普梯村离兴义市区约40分
钟的车程，是一个有着200多年
历史的布依族古村落。村里拥
有古生物化石、少数民族特色
古墙古建筑、茶马古道、金丝榔
古树、古桥、原生态古井等独特
资源，却曾因地处偏僻、基础设
施落后而鲜为人知，曾是当地
的一类贫困村。

近年来，普梯村村支两委
和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积极申
请资金，不断完善村里的道路、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同时，
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对
民居的外立面、院落等进行改
造。

“修旧如旧，新建如故”，普
梯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22 年以来，普梯村更是
通过“共享乡村”模式，将普梯
村打造成“慢生活”体验的度假

村落，并加大宣传力度，吸引城
里的年轻人来为普梯村发展建
言献策，共同发展农文旅产业。

据介绍，“共享乡村”是指
由村集体企业招募参与村庄
建设的年轻人，享受减免房
租、包吃包住等政策。同时，
村里开放直播带货、线下体验
店、民宿建造管理、环境卫生
维护等板块，由村集体企业和
年轻“创客”共同运营，以此来
吸引年轻人到村里创业，共建
和美乡村。

“来这里的年轻人，既可以
直接带资金、带技术过来投资，
也可以带资源、带思路过来和
村集体企业合作。”普梯村驻村
第一书记胡奇龙告诉笔者，先
在村里免费体验一段时间后，
再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发展
相应的产业，产生的收益由村
集体企业和“创客”共享。

“共建共创、成果共享”，这
个百年古村开始焕发出新的生
机。

“我在网络上了解后，就直
接过来咨询。”普梯村蜡蓝印象
旅拍店店主贺朝霞说，来到这

里后，村里帮助解决了居住等
后顾之忧，于是决定留下来。

贺朝霞的店里摆满了极具
当地特色的民族服装、文创产
品，游客可以购买、租用这些产
品。

同样，“来屋头玩”品牌创
始人曾付国，也是普梯村“共享
乡村”的“创客”之一。他将村
里闲置的房屋租过来，改造成
集餐饮、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
乡村生活馆。

吃着老火炖土鸡、烤红薯，
喝着土罐煨古树茶，烤着柴
火……这些别具风情的地道乡
村生活体验，让远道而来的客
人流连忘返。

如今的普梯村，不但拥有
艳红桃、蜂糖李等农业产业，农
家乐、旅拍、餐饮等第三产业也
快速发展起来。2023 年，普梯
村 的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超 过
15000元。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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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乡村”打造黔西南“慢生活”体验度假村

□王雨馨

初入口时清脆爽口，少顷，
一股辛辣直窜鼻腔，待辣味一
过，只觉齿间留香，回味无穷。
这是不少人品尝过芥菜后留下
的难忘体验。

从一碟家常小菜，到饭桌
常备佳品；从一家一户的小作
坊，到园区化发展的大产业
……近年来，地处皖西北的安
徽省临泉县大力推动芥菜产业
发展，让昔日的家常菜实现了
华丽转变，成为了村民致富的
重要来源。

土地里长出“致富菜”

临泉县盛产“虎头姜、领头
羊、芥菜、谭笔、文王贡”。作为

“临泉五宝”之一的芥菜，是深
受当地人喜爱的佐餐佳品。

每到秋末初冬，是芥菜收
获的好时节。在临泉县滑集镇
的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将芥

菜从地里拔起，然后再经过去
叶、除泥、装袋等环节，成车的
芥菜被运往加工车间。

“ 今 年 的 芥 菜 平 均 亩 产
5000 斤左右，相比去年的产量
提高 10%左右。”临泉县农品汇
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负责人陶
守义说，“这些收获后的芥菜通
过后期深加工，价值更高，平均
一亩地的效益可以达到一万多
块钱。”

临泉县位于黄淮平原的西
南端，四季分明，无霜期长，砂
姜黑土中有机质丰富，特别适
合芥菜种植。因此，临泉自古
就有种植芥菜的习惯。

“芥菜适应性很强，性喜冷
凉、润湿，稍耐霜冻，一般夏末
育苗移栽，深秋初冬收获。”陶
守义说，“临泉本土种植的芥菜
味道冲，辛辣味更浓，深受人们
喜爱。”

芥菜的外形疙疙瘩瘩，形
状极不规则。“临泉芥菜个头
大、味道正、无添加、无残留，是

天然绿色食品。其可腌制、烹
炒、酱卤，也是上乘的佐餐佳
品。”陶守义说。

产业发展驶上“快车道”

过去，进入秋冬季后，当地
人有腌制芥菜的习惯。或自家
种植，或菜市场购买，削皮、切
丝、晾晒、加入佐料、装坛腌制，
约一周后即可食用。清脆鲜
美、冲味十足的芥菜丝成为家
常必备的小菜。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家
家户户腌制芥菜的景象已经不
复存在，芥菜渐渐走上了规模
化生产的路子。2022 年 9 月，
临泉县滑集镇芥菜丝产业园

“千万项目”开工建设，建有芥
菜丝生产车间、保鲜库、电商展
示区、办公综合区等，是周边地
区规模最大的芥菜产业园之
一。

在滑集镇芥菜产业园里，
采收回来的芥菜被送到加工车
间，工人师傅们对新鲜的芥菜
进行削皮、切丝等工序，一片忙
碌的景象。

“目前正是芥菜丝的上市
期，我们正在满负荷地生产，每
天可以腌制生产 2000 斤芥菜
丝。”临泉县滑集成玖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负责人郑春柳表示，
现在企业每个月产值可以达到
三十万元左右。

“我们按照‘政府扶持+企
业主导+基地板块’的模式，大
力促进芥菜产业的规模化发

展。”临泉县滑集镇镇长韩静介
绍，“同时，我们还配套搭建了
芥菜文化展馆作为镇域农副产
品展销平台、芥菜文化长廊，并
加强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共
建芥菜科技小院，不断加速芥
菜产业化进程。”

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
快，临泉县芥菜产业也在不断
集聚和壮大。

据统计，截至目前，临泉县
滑集镇已拥有规模化芥菜丝加
工企业 30余家，全镇芥菜种植
面积达 3000 多亩，芥菜产业年
产值突破 4500 万元，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芥菜小镇”。

规模化生产的背后，网络
销售也做得风生水起。在电商
平台上，几十个品牌的芥菜产
品一并被推介展示销售，短视
频销售、直播销售成为芥菜走
上餐桌的主渠道。

“我们将大力推进‘芥菜小
镇’建设，不断培育和壮大特色
农业品牌，延长芥菜丝的产业
链、价值链和增收链，促进芥菜
产业的产销对接、区域合作、内
外交流以及市场开拓，让小小
的芥菜丝链接出兴业富民的大
产业。”韩静表示。

如今，临泉芥菜正褪去“土
味”，向着绿色化、品牌化、产业
化方向迈进，为乡村振兴和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
力。 （来源：新华社）

安徽临泉：家常小菜变身“致富菜”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央广网央广网

西藏芒康：葡萄酒酿
出幸福新生活

□李江宁 赵朗 王利文 江飞波

冬至后，西藏自治区昌都
市芒康县却“温暖如春”。纳西
民族乡加达村橘子园内，金灿
灿的橘子挂满枝头，果农正忙
着采摘。在果拉卓玛家的农家
小院里，桌上摆放着用来招待
客人的新鲜橘子，更有醇厚的
葡萄酒摇曳在红酒杯里……

芒康县地处干热河谷地带，
海拔低、温差大、光照充足，具有
种植水果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
尤其是葡萄。目前芒康县葡萄
规模化种植 3251亩，葡萄种植
业得到快速发展，已成为当地民
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在这里，村民几乎户户种
植葡萄、家家都会酿制葡萄
酒。当地酿造葡萄酒的历史有
百余年。“我们这里种出来的葡
萄粒大味甜，经过筛选、清洗和
自然发酵等过程，就有了这杯
美酒。”热情好客的果拉卓玛一
边帮客人斟酒，一边介绍说，葡
萄酒已成为当地的土特产，除
自家饮用外，还会向南来北往
的游客出售，这成为不少村民
致富增收的新路子。

曲孜卡 1865 酒庄负责人
张科说，7年前，他发现芒康县
曲孜卡乡旅游发展的优势，便
在此投资建设了集温泉和红酒
体验的酒庄。“西藏平均海拔在
4000多米，而这里的海拔只有
2200米，是当地人度假会来的
一个地方，曲孜卡有千年盐田，
还有天然温泉，我觉得这里自
然禀赋非常好。”张科说，酒庄
酿造葡萄酒所需的葡萄大部分
来自当地农户所种，根据种植
面积计算，每年可为农户增收
1万元至10万元。

与此同时，在此酿造生产
的葡萄酒已销售至港澳台、东
南亚及欧美市场。

“未来，我们将结合旅游产
业发展，芒康葡萄酒文化挖掘
大有可为，我们希望能够让游
客和消费者体验不一样的高原
葡萄酒文化。”张科说。

近年来，芒康县陆续扶植起
藏东珍宝酒业有限公司、藏香
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福之源酒
业有限公司、岗登酒业有限公
司、藏密壹捌陆伍酒庄有限公
司等葡萄酒酿造公司和龙头企
业。同时，培育生产作坊自酿
工艺红酒 80余户，户均增收超
8000 余元。全县年产葡萄酒
3300余吨，加工转化率达80%，
总产能达 3000吨，实现加工产
能约 1795吨，产值约 1.4亿元，
其中年销售散装葡萄酒 300余
吨，产生经济效益达 800 余万
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