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亚勤

最近一次家访中， 服务对象阿

雯对我说： “你们能听听我照顾老

人的烦恼， 比提戒毒的事让我轻松

多了。” 这句话让我开始反思： 在

禁毒社会工作实务中， 像阿雯这样

的服务对象比较多， 他们在戒毒康

复中往往存在着其他隐性需求： 就

业、 社会融入、 心理支持、 家庭关

系修复等。 社工既要通过专业手段

深度挖掘需求， 又要避免过度介入

引发服务对象的防御心理。 这种

“服务深度” 与“关系温度” 的平

衡， 考验着社工对专业伦理、 人际

界限及服务节奏的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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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职责与个体隐私)冲突

服务对象通常比较敏感， 曾有

一次我陪阿雯去医院尿检， 旁边有

人多看了她一眼， 她立刻冷着脸

说： “没见过人做检查吗？” 那一

刻我突然明白， 哪怕我们是出于好

意的询问， 比如问家庭矛盾、 经济

状况等， 都可能被他们当作“窥探

隐私”。 社工一边要完成专业的服

务目标， 帮助戒毒人员真正回归社

会； 另一边又要注意保护他们的自

尊心， 不让关怀变成压力。

!主动介入与被动响应)*+

社工往往都想尽快与服务对象

建立专业关系， 急切地想帮他们恢

复社会功能、 感受到同伴的榜样，

但部分服务对象却处于被动管理状

态， 对“被帮助” “被同化” 存在

抵触。 例如， 服务对象阿洪戒毒后

整天闷在家里， 我急着拉他参加社

区活动， 结果他直接拒接电话。 后

来， 我换了方式， 请他帮忙给同伴

写励志话语， 顺便聊起他以前做电

工的经历。 没想到他主动说： “其

实我想考个证， 就是怕别人知道我

的过去。” 我才意识到， 有时候我

们太急着“解决问题”， 反而忽略

了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短期干预与长期关系)平衡

社区戒毒 （康复） 的三年期

间， 服务对象有戒毒康复的刚性需

求， 受着一定的约束， 愿意配合社

工开展比较频繁的康复工作， 对社

工的密集关心表示理解。 但是一旦

被认定戒断毒瘾后， 对象容易对社

工的关注产生误解， 认为是“不信

任” “故意揭伤疤”， 或是“见不

得他们好”， 产生抵抗情绪， 不愿

和社工见面， 不愿回信息等。 然

而， 服务间隔过长或者完全放手则

可能错失关键干预节点， 也可能错

过复吸的信号。

平衡两者)实务操作

!设计“服务清单”

我们可以列出技能培训、 就业指

导、 家庭调解等选项， 供服务对象选

择。 但是， 服务对象的需求可能并不

在“服务清单” 上。 比如， 当我把这

份清单给阿雯时， 她把单子推回来说

“都不需要”， 却在临走时小声问：

“能教我手机挂号吗？ 我妈要看病

……” 原来她真正需要的， 可能只是

一件小事上的支持。

!用“家常话”代替“专业问”

现在我和服务对象沟通时会问：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累的事儿？” 或

者“你希望我协助你处理哪个问题？”

比起直接评估需求， 这样的聊天更能

让他们放下防备。 阿雯就是从抱怨家

长里短的小事开始， 慢慢说出内心真

实想法。

!非侵入式工作方法

通过家属、 朋友、 居委社工、 社

区民警间接了解服务对象的动态， 做

外围访谈的前提是提醒他们做好保密

措施， 避免让对象知道后产生误解；

以改善家庭沟通， 协助对象的子女参

加爱心助学活动， 邀请对象参与邻里

活动， 针对服务对象分享朋友圈的内

容等为切入点， 替代直接询问对象的

状况和需求； 使用微信语音留言替代

强制视频或者通话， 给予对象回应缓

冲时间。

!设置合理)服务边界

约定固定的服务时段（如有的对

象在工作时间不能用手机， 有的对象

只有休息日才能面谈）； 有空间边界，

戒毒康复室面谈与入户家访交替进

行， 避免私人领域被过度闯入； 有情

感边界， 共情要讲究“度”， 保持专

业关怀而非私人情感卷入， 比如， 有

的对象抱怨婚姻不幸， 自己的吸毒原

因与之有关联， 社工虽然同情他的遭

遇， 但是要指出婚姻不幸不能成为吸

毒的理由， 引导对象理智地处理生活

中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逃避。

禁毒社工的终极目标是“赋能”

而不是“管理”。 掌握服务介入的

“度”， 本质是践行“尊重、 接纳、 案

主自决” 的社工价值观。 通过建立清

晰的评估、 弹性化的服务策略及持续

的反思， 方能在维护专业性的同时，

守护服务对象的人格尊严， 维护与对

象的良好关系。 实际工作中还需结合

具体个案特性灵活调整， 在动态实践

中持续优化服务边界。 这种平衡正是

禁毒社会工作专业性的不断探索和体

现。

（作者为自强嘉定工作站社工）

“服务深度”与“关系温度”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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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后， 为了生

计， 阿文尝试过各种工作。 他开过

面店， 卖过早点， 开过油炸铺。 每

天起早贪黑， 忙得不亦乐乎。 然

而， 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他， 无论他

多么努力， 店铺总是门可罗雀， 生

意惨淡。 每当夜深人静， 阿文都会

独自坐在店铺的角落， 抽着闷烟，

思考着未来的方向。 在禁毒社工的

鼓舞和支持下， 他知道自己不能就

这样沉沦下去。

就在阿文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政府开始大力推动美丽乡村和乡村

振兴。 阿文的家乡， 这个原本落后

闭塞的小村庄， 因为保留了原生态

和未被开发过的特点， 被选为美丽

乡村示范村。 一时间， 村庄焕发了

新的生机。 游客们纷纷来到这里，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 阿文看

到了新的希望， 他和社工一同开始

思考如何利用这个契机， 为自己的

家乡和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

经过深思熟虑， 在社工的支持

下， 阿文决定依托美丽乡村的资

源， 尝试做一些传统糕点。 海棠

糕、 萝卜丝饼……这些都是许多人

童年记忆中的美味。 阿文想， 如果

能把这些传统糕点做好， 一定能吸

引游客的注意。 于是， 阿文开始四

处搜集传统糕点的制作方法和配

方。 他拜访了村里的老人， 虚心请

教； 他还跑到周边的城市， 品尝各

种糕点， 寻找灵感。 经过无数次的

尝试和改进， 阿文终于做出了满意

的作品。 海棠糕香甜可口， 外皮酥

脆， 内里软糯； 萝卜丝饼鲜美多

汁， 咬一口满嘴留香。 这些糕点不

仅满足了阿文对美味的追求， 更寄

托了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阿文支起摊子， 在村子里卖起

了这些传统糕点。 起初， 他只是想

着能够维持生计就好。 然而， 令他

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糕点竟然大受

欢迎。 游客们品尝过后都赞不绝

口， 并通过社交平台广为宣传。 一

时间， 阿文的小卖部成了网红打卡

地。 阿文的糕点生意越来越红火， 不

再为生计苦恼的同时， 他也找回了久

违的自信和尊严。 他意识到， 只要努

力， 就一定能够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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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意的火爆， 阿文的小卖部

逐渐扩大规模。 他租下了村里的一个

闲置仓库， 将其改造成了一个集制

作、 销售、 展示于一体的糕点工坊。

这个工坊不仅为游客提供了美味的食

物， 还为村庄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和收入来源。 阿文招聘了一些村民，

教他们制作糕点， 让他们也能有一份

稳定的收入。

阿文还细心地观察到， 自己的家

乡以种植水稻为特色， 这吸引了许多

的家长和学校带领同学前来体验种植

水稻和割稻子。 这似乎也成为了当下

家长的热门选择， 因为这不仅能让孩

子们亲近自然， 还能让他们了解农耕

文化。 阿文想， 既然体验种植水稻能

吸引这么多游客， 那么体验做传统糕

点也一定能受到家长、 学校和学生的

喜欢。 于是， 阿文开始策划一系列以

传统糕点为主题的亲子活动。 随着亲

子活动的成功举办， 阿文的糕点工坊

逐渐成为了村庄的一张名片， 为村庄

带来了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阿文也迎

来了自己新的感情生活， 他认识了一

个善良温柔的女人。 她不仅支持阿文

的事业， 还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

照顾。 两人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生活

中的挑战和困难。 不久之后， 他们携

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 阿文和

妻子一起经营着糕点工坊， 他们共同

努力， 不断创新和进步。

阿文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家乡

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 他始终保持着

对家乡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他积极参

与村庄的公益事业和文化建设活动，

为村庄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阿文

相信只要保持着努力和坚持的精神，

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奇迹和辉煌。

（作者为自强青浦工作站社工）

在乡村振兴路上找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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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年过五十， 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岁月的风

霜早已将他打磨得不再意气风发。 因为吸毒， 他失去

了原本温馨的家庭。 那段日子， 是阿文人生中最黑暗

的时刻。 然而， 生活总要继续， 他必须找到一条出路，

一条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的路。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日子里， 阿文痛改前非， 决

心重新开始。 出所后， 他回到了家乡。 那时， 他还不

知道， 竟然是家乡给了他改变的机会， 让他有可能凭

着自己的努力重新赢得别人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