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病毒缠身，身无分文时，是

这位妈妈自掏腰包将我送到了医院；

为解决我的基本生活问题，又是这位

妈妈四处奔走，为我办理医保，申请

公租房……”47岁的严某在镜头里说

道。成功戒毒10 年后，她专门录制了

这样一个视频，送给了她生命中一个

特殊的人：龙秀姐。

龙秀姐，湘西花垣县人，当地登

高楼社区党支部书记。2004 年起，开

始承担社区内戒毒康复后续照管工作。

17 年来，管照社区在册的 35 个因毒致

贫家庭，让 25 个吸毒人员回归了家庭

和社会，并利用妇女优势，推动组建

起了妈妈禁毒联盟，在长期复杂的禁

毒工作中起到了防止毒品渗透，帮助吸

毒人员戒毒并回归社会，维护社区乃

至当地社会稳定的作用。

在 7月6日举办的“讲述身边的妈

妈禁毒故事”颁奖仪式上，龙秀姐带

领的妈妈禁毒志愿者团队演绎的情景

剧《生命的呼唤》，让现场观众不禁潸

然泪下。

而在当地，龙秀姐挽救失足人群

的感人故事就更多了。梁某是一名矿

工，后被社会上的朋友引诱吸毒，被矿

上开除，妻离子散，兄弟反目，房子被

抵押。6 年的时间，龙秀姐帮他找工作，

助其女儿入学，又帮他赎回房子……终

于，重回社会的信心让他于 2004 年戒

毒成功。

在多年与“毒瘾”打交道的过程

中，她还总结了一套工作方法，专门针

对已经改好的社区吸毒人员，名为社

区戒毒帮教“八个一”。即：办一份低

保，解决吃饭问题；办一份医保，解

决看病问题；申报一套公租房，解决居

住问题；介绍一份职业，解决收入问

题；搭一处鹊桥，解决婚姻问题；办

一份社保，解决养老问题；月走访一次，

防止他们的风险上升问题；建一份标

准档案和管教计划，巩固吸毒人员戒毒

成果。2020 年，因为运用“社区戒毒

康复帮教八个一”，登高楼社区被湖南

省民政厅授予创新工作法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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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量超3000万！妈妈禁毒故事又泪又燃

今日女报 / 凤
网 讯（ 记者 欧阳
婷 吴 小 兵 实 习
生 高思琪）“我宣

誓，我们是炎黄

子孙，我们是三

湘儿女，我们是

禁毒志愿者！关

爱生命健康，呵

护家庭幸福，共

建无毒家园，为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贡献智慧和力

量！”7月6日，在“讲述身边的妈

妈禁毒故事”颁奖仪式暨“湖南省

禁毒协会妈妈禁毒分会”成立仪式

上，来自全省各地的妈妈禁毒志愿

者庄严宣誓。此次活动由湖南省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妇联、湖

南省禁毒协会主办，今日女报 / 凤

网承办。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省禁毒委副主任、省禁毒办主任张

银桥，省禁毒委委员、省妇联副主

席方琼，省禁毒办常务副主任、省

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赵江文，省

禁毒协会会长董瑛出席仪式。来自

全省各市州妇联、妈妈禁毒志愿者

代表近 200人参加活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禁毒工作，以及关于“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

示精神，深化家庭文明建设，今年

6月，省妇联联合省禁毒办开展“讲

述身边的妈妈禁毒故事”大赛。自

活动开展以来，受到全省各级妇联

和妈妈禁毒志愿者的积极响应，涌

现出了大量优质故事及作品，视频

展示页面点击量突破 3000万。

经过网络投票及专家评选，长

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珍爱生

命 拥抱青春》等 3 个作品获得一

等奖，郴州市桂阳县妇联《你好，

禁毒妈妈》等 6 个作品获得二等

奖，湘潭高新区妇联《妈妈禁毒故

事》等 9 个作品获得三等奖。此外，

长沙市妇联、永州市妇联获得最

佳组织奖，邵阳市妇联、大祥区妇

联选送的《绽放禁毒工作“她”力

量》和长沙市芙蓉区东岸街道选送

的《禁毒妈妈黄妈妈》获得最佳人

气奖。

颁奖仪式上，妈妈禁毒志愿者

代表李慧、张国庆、舒珊、贺玲、

孟繁英等深情讲述了自己的禁毒故

事，湘西州花垣县妈妈禁毒志愿者

带来的情景剧表演《生命的呼唤》

更是让在场的观众动容不已。

近年来，湖南省妇联发挥自身

优势，打造“妈妈禁毒志愿者”品

牌，不断提高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

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营造了

平安文明的家庭氛围，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

为凝聚更多妈妈禁毒志愿者的

力量，广泛动员妇女参与禁毒斗争，

以家庭为阵地，以妇女和未成年人

为重点，加强禁毒的预防宣传教育

工作，当天，湖南省禁毒协会妈妈

禁毒分会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湖

南妈妈禁毒家园”微信小程序也

正式上线，妈妈禁毒志愿者们有了

新的网上家园。

张银桥代表省政府、省禁毒委

肯定了省妇联关于禁毒工作的各项

决策部署，肯定了妈妈禁毒志愿

者为禁毒工作贡献的“巾帼力量”。

他指出，成立湖南省禁毒协会妈妈

禁毒分会旨在通过制度建设，完善

组织运转，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禁毒

工作，通过妈妈禁毒志愿者们将禁

毒工作落实到每个社区、家庭、成

员，打通禁毒工作“最后一公里”，

形成部门和社会合力，进一步深化

新时代人民禁毒战争；进一步做大

做强“妈妈禁毒分会”，力争打造

成为湖南禁毒工作的亮点和品牌。

7月6日上午，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天

剑社区。阵阵慷慨激昂的歌声从这里传荡开来。

当你开车驶过这里，或许会忽略岗亭里负

责登记的安保人员。但如果告诉你，这里从事

停车收费工作的多名保安都曾是吸毒人员，你

会不会感到吃惊？

这一切，都源自张国庆对吸毒人员的大爱

情怀和心灵救赎。

1991年，36 岁的张国庆从湖南省水工机械

厂的技术员岗位抽调到天剑社区担任居委会主

任。结果，上任之初，社区就有 3人因吸毒过

量去世。原来，那时候还叫“扫把塘”社区的

天剑社区是长沙有名的“乱窝子”——寻衅滋

事、打架斗殴、偷盗扒窃，毒品更是一度在这

里泛滥成灾。

2005 年，张国庆开始筹建全国首家社区级

戒毒机构——“天剑魔戒大院”。起初，因为

没有经费、少有扶持，她只能四处奔波筹款。

次年春节，由于付不出装修款，张国庆被装

修公司的人“扣”在家里，最终，她瞒着女

儿将自己唯一的一套住房抵押贷款才化解这

场危机。

“吸毒者最怕过年，别人喜气洋洋访亲走

友，但他们不能，因为没有人欢迎他们。”为

防止这群人复吸或出门闹事，张国庆于 2000

年春节前夕，塞给戒毒人员杨华（化名）一片

钥匙、一个钱包：“从大年初一到十五，你和

其他 30 名戒毒人员就到我家过年。但有一条，

决不准沾毒品！”

第二天，张国庆家迎来了31名特殊的客人。

“新年快乐！”客人一进门，张国庆就给每人塞

上红包，嘴上频频说着祝福语。那段时间，家

里的每顿饭都是两大桌。为了让戒毒人员吃饱，

张国庆尽量保证每天能吃上鸡鸭鱼肉。

之后的 3 年里，每逢春节，张国庆都保留

了这个“安排”，尽管花费4万余元“招待费”，

但她从不后悔。她说，“我坚信他们每一个人

都会浴火重生！”

如今，张国庆虽已退休，但作为长沙市天

心区社会禁毒协会爸爸妈妈禁毒分会会长的

她，依然带领数百名志愿者活跃在禁毒事业大

舞台。

  妈妈禁毒故事·张国庆

30 年用爱救赎，
助戒毒者“脱圈”重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痴迷毒品的日子，我付出了很多，失

去了更多……自从认识您，我整个心态都

有了转变，哪怕一万万人中只有一个人能

戒掉毒瘾，我也要做那一万万分之一，不

然叫我怎么面对像您这样爱护、关心我的

人呢？”

自从 21年前从长沙电信分公司退休，

走进社区担任义工后，一封封言真意切的

书信开始填满孟繁英的书柜。虽往事久远，

但 63 岁的她至今仍对每位寄信人的背后

故事如数家珍。

时间回溯至 2004 年，孟繁英与禁毒

事业的结缘，实属偶然。

这年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孟繁英

偶然在湖南电视台一档叫《真情》的节目

中看到了小山（化名）的故事——这是一

个与她女儿同名同姓、年龄相仿的戒毒青

少年，却年幼丧父，母亲因吸毒而自杀。

之后，经几番打听，她得知小山在长

沙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两人首次见

面的场景，孟繁英至今记忆犹新。

“我去看望她时特意买了些书和生活

用品，但我发现她的眼睛里，带着深深的

戒备和不安。”为了让小山不再抵触，孟

繁英坐下来与她亲切唠着家常。临走前，

小山一声“我不要东西，只要您常来看我”

的恳求更是让她无法拒绝。

由于小山是在戒人员，两人更多的还

是书信交流。在信中，小山提到自己曾经

的迷惘，也写到孟繁英给她带来的母爱，

“我能叫您一声‘妈妈’吗？”

“当然可以！”也就是从这时起，孟繁

英决心帮助更多戒毒青少年。

此后，她 2006 年创办全省首个社区

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2008 年注册成立

民间社团“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

2010 年成立“孟妈妈禁毒联盟”，2012 年

建立“社区未成年人心灵家园”……

“曾被毒贩围追恐吓过，家里也遭失

窃……”很多次，亲朋好友都劝她“别干了，

万一哪天就把命搭进去”，她却说：“我曾

经的确气愤、担心、无奈和难受，但只要

听到孩子亲切地叫我一声‘孟妈妈’，我

就觉得这是母亲的天职所在，就一定要坚

持下去。”

“同学们，你们看看视频里的这个

‘家’，感受到心痛了吗？”一堂面对大

学生的禁毒课上，贺玲播放了一则她拍

摄的视频。视频里，屋瓦破旧，房内凌

乱不堪，只有一个瘦弱的背影坐在床上。

贺玲，益阳市资阳区一名从教 21年

的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

也是一名妈妈禁毒志愿者。在她的生活

里，除了日常的备课、上课之外，还有

几项重要的工作——给小学生、中学生、

大学生上禁毒课程以及为涉毒家庭子女

展开心理辅导。

她播放的视频，是她援助一名涉毒

家庭子女的记录。2014 年 9月，遭受父

亲吸毒身亡的强烈刺激后，小欣（化名）

拒绝上学，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一句

话也不说。连班主任劝说也无济于事，

妇联干部委托贺玲进行心理干预。

一开始，小欣一见她来，就把门堵上。

贺玲守在门外，直到两小时后，贺玲

才终于看见了她的脸。“那是非常恐惧，

非常自卑的神情”，贺玲回忆。为了帮

助小欣更好成长，她开始一周两次的

上门心理辅导，一个月后，她回校了。

后续六个月，心理辅导仍在进行，小欣

接纳了自己的现状，并找到了前行的目

标。教师节，她给贺玲写了一封长达 4

页的信。

“禁毒课堂并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

年龄特点不同，课堂内容的涉及也会完

全不一样。”贺玲说，她的禁毒课堂基

本都是“量身定制”。对于年纪比较小的

小学生们，课堂要有趣一点儿，要让孩

子能参与进来，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对

于年龄大的孩子，尤其是大学生，则要

撼动他们的心灵，从思想上征服他们，

甚至让他们也有激情加入到禁毒公益中

来，这才是一堂成功的禁毒课堂。

2021年，贺玲被评为“益阳市最美

禁毒人”。当她的家人对她的禁毒热情

感到不解时，她认真地说道：“这些孩子

都是我们孩子将来的同行者，都是新时

代建设的生力军，一个都不能落下。”

“天底下没有谁比妈妈们对孩子的

健康更关心、更关切。”7月 5日，在“讲

述身边的妈妈禁毒故事”排练现场，

舒珊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因此，

当她以“妈妈禁毒志愿者”的身份来

到强戒所，看到这里的孩子们时，心

中往往十分悲痛，“希望他们能够好

好的”。

今年 54 岁的舒珊是国家电网公司

株洲分公司的一名职员，4 年前，因为

工作岗位调动，舒珊有了更多自己的时

间，为此，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加入了

株洲市妇联常春艺术团，成为了该艺

术团的一名团员，同时，她也成为了一

名“妈妈禁毒志愿者”。

舒珊介绍，常春艺术团是一个成

立于1998 年的民间艺术团，和市妇联

联系紧密，后来在市妇联的引领下，组

成“禁毒妈妈创作小组”深入戒毒机构，

与戒毒学员一起座谈。

舒珊记得，自己跟随艺术团到株

洲市白马垅女子强戒所，为在这里接

受强制戒毒的学员带来了原创小品《带

血的手铐》。

“我们刚来的时候，看到这里的孩

子们大多数面无表情，眼神无光，看

起来十分消极”，而当戒毒学员们跟随

着团员们的表演听到“妈妈”撕心裂肺

的呼喊，看到“爸爸”老泪纵横的哭诉，

读到玲玲那字字带血的忏悔，所有人都

为之动容, 还有的声泪俱下，情绪失控。

表演完后，很多学员或与干部交心,

或给家人写信，表达了自己痛改前非的

决心，干警告诉舒珊和她的伙伴们：

演出带给学员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的

享受，更是一场生动的教育，一次灵魂

的唤醒。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达成的效果

吗？”舒珊告诉记者，“天下母亲，情

同此心”，看到学员们在涉毒后的模样，

她十分痛心，每次都尽自己所能，为他

们带去温暖，为此，甚至有学员称呼她

为“舒妈妈”。

“我刚从警办理的第一件案子，就是

抓捕一名涉毒人员。”今年30 岁的金朵

（化名）是常德市汉寿县公安局的一名

禁毒民警，从湖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基层派出所，开始

了她的从警生涯。

到派出所不久后，金朵就和自己的

师父获得了一条线索，辖区内有一个吸

毒人员，已经多次复吸，需要强制隔离

戒毒，但对方行踪不定，需要蹲点侦查。

刚从警的金朵初生牛犊不怕虎，跟在师

父身后，“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还在蹲

点”，终于在 4 天后，她们等到了嫌疑

人的身影。

“我跟着对方追上去，师父和其他两

位同事从两侧包抄。”金朵回忆，最终，

这名吸毒人员被抓捕，送去了收治单位

进行强制隔离戒毒。

2017 年，因为工作调动，金朵调至

禁毒大队，负责禁毒社会化工作。但没

想到刚到任，大队长就拍了拍金朵的肩

膀说：“我们这里就缺个女民警，以后

查处女性涉毒人员就方便多了”。

一次侦办一起特大“零包”贩毒案，

队里需要抓捕一名贩毒的女性涉毒人

员，为了帮助队里侦查，金朵不仅需要

进行化装侦查，同时还要审讯和羁押这

名女性涉毒人员，光是拆封称量毒品就

耗时近 4 个小时。连续 3 天的熬夜加班

后，金朵终于熬不住了，腹部剧痛，身

边的同事以为她是肚子饿了，贴心地买

来早餐。但这种痛感越来越强烈，她才

在趁着送嫌疑人体检的空隙，到医院做

了一个检查。经过检查后，医生十分诧异：

“你疯了，再晚一点过来，孩子都没了！”

随后，医生写下医嘱，并叮嘱金朵回家

休息。可是为了不拖队友后腿，金朵一

直坚持到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

孕期正是队里最忙的一段时间，金

朵也没有从一线撤退，她记得，一次，

队里抓捕了一名女性贩毒人员，对方看

着她大着肚子还在工作，感慨金朵不

容易的同时，也主动交代了自己作案的

经过。

孩子出生后，金朵也曾抱着不满周

岁的儿子化装侦查，同事们还笑着说，

“这是我们大队年龄最小隐蔽性最高的

侦查员”。

金朵的身份有很多，是母亲，是妈

妈禁毒志愿者，更是禁毒民警、禁毒宣

传教员。5 年来，她下社区、深入大街

小巷、走上三尺讲台，组织了百余场禁

毒宣教活动，播下了一颗颗识毒拒毒防

毒的种子，帮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重

获新生。

 妈妈禁毒故事·女民警

从怀孕到宝宝出生，
孩子是她的禁毒“小帮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妈妈禁毒故事·舒珊

原创小品《带血的手铐》，
让戒毒学员感受“灵魂的唤醒”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高思琪

  妈妈禁毒故事·龙秀姐

17年风雨禁毒路，
创新戒毒帮教“八个一”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妈妈禁毒故事·贺玲

解开“心”结，
为大中小学生量身定制禁毒课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妈妈禁毒故事·孟繁英

孩子们的“孟妈妈”，
用爱照亮迷途少年“回家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湖南省禁毒协会妈妈禁毒分会成立

长沙理工大学教师李慧（左）在活动现场深情讲
述禁毒妈妈张国庆的故事。

情景剧表演《生命的呼唤》。

活动出席领导共同宣布“妈妈禁毒分会”成立。

孟繁英

贺 玲舒 珊

龙秀姐

扫一扫，看更多
妈妈禁毒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