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
副主任曾伟雄：
毒品问题
事关地区发展与安全

“毒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惩罚的问题、
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最终是
发展与安全的问题。”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
副主任曾伟雄认为，毒品问题对社会经济
的影响愈演愈烈，全球都不容忽视。

曾伟雄介绍，我国的毒品治理手段是
全方位全链条综合性的。比如开展网格化
管理，无论城市小区，还是农村地区，都管
理得好。在压实领导责任方面，以前是三
级书记抓禁毒，现在更加巩固，很多地方实
行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禁毒工作。在
对待吸毒人员方面，我国坚持以人为本，早
在10年前便开展社区禁毒治理，最大限度
地挽救吸毒人员，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对
此，要感激各级政府，也要感谢社会各界的
爱心人士积极参与毒品治理。

织密毒品“防护网”，必须深化禁毒多
边合作。近年来，中国的国际禁毒“朋友
圈”不断拓展，与30余个国家和国家联盟签
订50份政府间、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

“我国在国际禁毒事业上，一直承担大
国应尽责任。”曾伟雄表示，在联合国有关
活动方面，中国都有所参与。过去十年，我
国成立专业队伍开展社区戒毒康复治疗，
包括7万名的专业社工，再加15万名的帮扶
人员，投入巨大。此外，我国从今年起对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年度禁毒捐资
增加至200万美元，主要用于“金三角”地区
进行有针对性的禁毒项目。

海南省禁毒办主任刘海志：
以毒品治理带动
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

通过两轮三年禁毒大会战，海南禁
毒工作取得一些成熟的经验。省禁毒办
主任刘海志介绍，首先是完善禁毒体制
机制，通过立法的形式修订完善《海南经
济特区禁毒条例》，用法治规范禁毒执
法，增加犯罪嫌疑人涉毒违法犯罪的成
本，明确政府部门、社会社团、公民个人
责任及义务。

“在禁毒大会战中，我们成立总指挥
部，如今这一机制还在沿用，我们每月调
度，评估和检查当前工作，同时建立督导
检查和考评机制，奖优罚劣。”刘海志说，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我省创建“无毒市
县”“无毒村区”“无毒乡镇”，构建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禁
毒工作格局。

海南四面环海自成一岛，本地没有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也没有加工制毒，毒品
都是外来的。针对这种情况和特点，我省
建立毒品查缉圈，构建岛外、海上及岛内三
道查缉防线，同时加强物流寄递行业毒品
查缉。

有吸毒人员，毒品贩卖就有市场。对
此，我省的做法是：去存量控增量。“对于吸
毒人员，我们坚持关爱帮扶，在身体健康后
进行教育、就业帮扶，并为家庭困难者提供
低保和医保。”刘海志介绍，对于所谓“易感
人群”，加强毒品宣传教育工作，坚决阻止
他们滑向社会的对立面。为此，我们组建
了“妈妈宣教团”“蒲公英宣教团”，还有吸
毒康复人员现身说法，形成学校、家庭、社
会“三位一体”的宣传教育格局。

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
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
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张勇安表示，近年来，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活
动持续下降，但仍要继续保持警醒。

当前，合成毒品蔓延，种类多样、更新
迭代速度快。针对此情况，张勇安认为，要
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应从以下三个方
面入手：一是要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流通、消费等全过程的监管，防范易制毒化
学品走私到非法渠道；二是利用大数据，建
立监测预警平台，对易制毒化学品进行全
系统跟踪，摸清流出的数量；三是针对有组
织的犯罪坚持综合施策，从金融、流通、执
法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打击；此外，只有通
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最终解决有组织
犯罪，毒品治理需要从综合的角度、从多元
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寻找毒品问题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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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现有吸毒人员占常住人口比
从2016年的8.3‰降至目前的0.4‰、
戒断三年未复吸人数连年上升、社区戒
毒和社区康复报到率、执行巩固率排名
全国第一……这是自2016年11月禁
毒大会战开展以来，海南禁毒部门交出
的亮眼成绩单。

毒品，是地区发展和社会安全的毒
瘤，是人类公敌。3月27日，博鳌亚洲论
坛2024年年会举行“社会治理与区域安
全”分论坛，与会嘉宾聚焦毒品问题治理
展开探讨。海南省禁毒委相关负责人在
会上介绍，海南把治理毒品问题作为社
会治理的切入点、关键点，自2016年开
始组织实施两轮禁毒三年大会战，2023
年又开展三年禁毒“固本防风险”行动，
坚决把毒品问题控制住、解决好，切实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福祉，形成了
具有海南特色的毒品治理模式。

“海南锚定‘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
港’的目标，统筹全社会力量，整合全社
会资源，连续开展两轮禁毒大会战，走
出了具有海南特色的毒品治理之路，形
成了一系列禁毒工作的成功经验，取得
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论坛上，中国国
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魏晓军点
赞海南禁毒工作。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学
术主任约翰·柯林斯结合在三亚、万宁
等地海岸线驿站、禁毒教育基地、执法
办案管理中心的实地调研，对海南禁
毒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海南
不但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还使用
综合性的基于社区的服务体系，帮助
吸毒人员戒断毒瘾，提供生活和就业
帮扶，充满人文关怀。

海南全力打造“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

以禁毒治理推动社会治安持续向好
论坛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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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系统施治

禁毒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协同共治。海
南全面推进“八严工程”，统筹全社会力量参与毒品治理，
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共治、全民参与的毒品治
理格局，在全省上下形成了强烈的禁毒共识、强大的禁毒
合力、浓厚的禁毒氛围。

关键词二：依法禁毒

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毒品问题，修订出台
禁毒条例、禁毒工作责任制、奖励办法等系列规范性文件，
建立权利义务明晰的制度保障体系。强化禁毒执法司法
规范化建设，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出台办理、审理毒品
犯罪案件指引，确保禁毒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法治
轨道上运行。

关键词三：标本兼治

针对海南毒品由岛外输入的特点，在全链条打击大
宗贩毒、涉网贩毒等毒品犯罪的同时，着力构建覆盖陆、
海、空、邮的毒品查缉“三道防线”，有力遏制毒品犯罪蔓
延势头。

第一道防线是岛外防线，派出警力与广东警方在广东
省徐闻县海安港联合开展联勤检查，强化与广东、广西、云
南、四川、福建5省（区）禁毒联动，将查缉关口前置岛外。

第二道防线是海上防线，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沿
海省份开展追缉跨国逃犯、治理新型毒品、打击海上贩毒
等联合执法。

第三道防线是岛内防线，在机场、港口和沿海岙口实
行全天候常态化联勤查控，强化“互联网+寄递物流”管
理，全面堵截毒品入岛通道和岛内流通渠道。

关键词四：以人为本

秉持平等包容、柔性多元的理念，建立帮扶救助工作
体系，推行个性化、差异化、精准化、精细化的戒毒服务。
大力开展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覆盖全省的“海岸线驿
站”具备心理咨询、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就医援助等功
能，通过“椰风送暖”APP开展视频访谈、视频帮扶，每15
名现有吸毒人员配备1名专职社区工作人员提供戒毒服
务；引导社会参与帮扶，“母亲帮教团”“五老”志愿者（老
干部、老战士、老教师、老专家、老模范）等禁毒志愿者队
伍不断涌现，广泛开展心理辅导、情感抚慰、关爱励志等
活动，帮助吸毒人员树立正确人生观和戒断毒瘾、重拾生
活的信心；一体推进康复、培训、劳动、就业，将生活困难
的吸毒人员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为
失业吸毒人员提供免费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就业安置基
地、开发公益性岗位、支持自主创业，鼓励企业吸纳吸毒
人员就业，政府对招收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企业给
予补贴。

关键词五：预防为先

通过建设禁毒新媒体中心，开办自贸港禁毒普法云直
播平台，推进线上与线下联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
拓展宣传途径、扩大宣传范围。推动民俗文化与禁毒宣传
深度融合，策划打造禁毒琼剧巡演、禁毒黎歌唱法等一大
批体现地方特色的禁毒群众文化作品，组织“蒲公英”“蓝
盾”等禁毒宣讲团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让禁毒文化、禁
毒意识扎根人心。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编印毒品预防教育
读本，开展“禁毒开学第一课”“禁毒护苗”“万师访万家”和

“6·26”国际禁毒日等系列宣传活动，让未成年人系紧拒
毒防毒的“第一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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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代表队参加2023年全国青少年禁毒
知识竞赛总决赛。

青少年参观毒品预防教育基地。

民警在开展污水毒品检测。

青少年共绘禁毒百米画卷。

海南省禁毒教育基地，青少年通过AR设备体验毒驾危害。（文/文静 图/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2023年，第36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海口滨海大道“禁
毒主题灯光秀”点亮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