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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
记者 李林俊

了解沅江 “禁毒
妈妈 ”陈建荣 ，要从

她走过的路开始。每年，她都要到省内多
所学校义务给学生作禁毒讲座； 她一次
次走进强戒所 、少管所、女子监狱，鼓励
戒毒人员走出低谷； 她坚持参加禁毒宣
传，用十年的时光组建了一支 3000 余人
“禁毒妈妈联盟”团队。

在这条禁毒路上， 陈建荣整整坚持
了 15 年。 今年 1 月，她荣获了当月的全
国“平安之星”。 3 月 3 日，《法制周报》记
者走进了这位 “禁毒妈妈” 的工作和生
活。

开启禁毒征程，以母爱唤醒吸毒者
“孩子，我的名字叫‘妈妈’。 ”每当有

吸毒者问起陈建荣的身份， 她都会这么
回答。

说起她与禁毒宣传教育的缘分其实
非常偶然。2005 年 4 月末的一天，陈建荣
以警嫂身份参加了一次禁毒宣传活动 。
活动中 ， 她看到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群
体———吸毒人员的妈妈。 她想， 同为母
亲， 何不从妈妈的角度写一本关注吸毒
人群的书籍， 来唤醒那些吸毒者并警醒
世人呢？

2006 年， 从沅江市住建局退休的陈
建荣，毅然踏上了禁毒之路，她的心里只
有一个念想：让毒品少害人，让吸毒者重
回正道。

之后的几年时间， 采访吸毒者和吸
毒家庭，成了陈建荣生活中的重要任务，
一有时间， 她就在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
离戒毒所周边的招待所住下， 和吸毒家
庭中的妈妈们一起，探望她们的孩子。

家住沅江市草尾镇的张先良， 曾是
一名普通工人。 一次朋友生日宴上，在一

些朋友的怂恿之下， 他尝试了人生第一
口毒品，染上了毒瘾，以至家财荡净 ，三
进高墙。

2010 年 11 月 11 日， 张先良在一家
宾馆进行毒品注射时, 被民警再次抓获 ,
送到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
戒毒。 戒毒期间，他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
陈建荣。 起初，张先良对陈建荣书里的内
容，并不感兴趣。

“我了解了他的家庭，我觉得他可以
回头，走上正道。 ”几年里，陈建荣不断与
其进行书信交流，看到他家庭困难，在禁
毒妈妈联盟中发起资助倡议， 慰问其年
迈父亲，寻回他出走的妻儿，并鼓励他重
新创业。

陈建荣的努力让张先良深受感动 ，
他开始慢慢转变，每日以书为伴，精心做
笔记，写阅读心得。 “如今 8 年多过去，我
没有复吸。 陈老师坚持与我谈心，是真正

为了我好， 没有她的帮助便没有我的今
天，我很感谢她。 ”

2017 年 6 月 23 日，张先良成为全省
“戒毒先进个人”， 他的生意也再次走上
正轨。 他心里逐渐酝酿出一个想法，希望
以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戒毒学员找到工
作与出路。

搭建防毒课堂，呼唤孩子远离毒品
然而， 像张先良这样坚定戒毒的学

员其实并不多。 在 15 年的禁毒之路上，
一些因复吸而感染艾滋病甚至死亡的事
例让陈建荣意识到， 拒绝毒品更应重在
预防。

2010 年后， 毒品预防教育成为了陈
建荣禁毒事业的着力点。 陈建荣告诉记
者，现在吸毒的人中，80 后、90 后成为主
体 ，甚至有 “00 后 ”，不少孩子仅仅是因
为好奇，觉得吸毒很酷。 她明白，只有不

断加强对孩子的禁毒教育， 才能构筑起
拒绝毒品的铜墙铁壁。为此，她积极主动
与教育部门取得联系， 提出了在全市中
小学生进行毒品教育的计划。

陈建荣选择了沅江中心城区的中小
学作为示范学校， 用上禁毒课、 实物讲
解、毒品题目竞猜等活动，让中心城区所
有中小学生了解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以
及如何预防、远离毒品。

为上好每一堂毒品预防教育课 ，陈
建荣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 查阅了大量
毒品资料，收集了大量案例。 12 年来，她
共摘录剪贴报刊资料 160 万字，写下 23
本专题读书笔记；她整理的调查手记、记
录本、草稿纸、演讲稿堆起来足足有两米
多高。

由于陈建荣主讲的禁毒课内容丰
富，效果明显，许多中小学校都喜欢邀请
她到学校上禁毒课。

“是什么让您坚持如一？ ”记者问到。
“有一位吸毒家庭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为
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儿子， 这个世界上还
有毒品这样一个可怕的东西？ 我当即下
定决心，无论多苦多累，我也必须让这些
孩子知道毒品的可怕。 ”陈建荣如是说。

■后记

燃我之微光，映彼之穹苍
十五载禁毒之路，踏遍青山人未老。
近年来， 陈建荣不断创新禁毒宣传

教育方式 ，和几十位 “禁毒妈妈 ”活跃在
沅江、益阳、长沙的街道和社区，用快闪、
音乐剧、小视频等创意宣传方式，让禁毒
知识逐渐深入人心。 陈建荣说，比起在缉
毒一线流血流汗的警察， 她所做的事情
又何足挂齿？ 有生之年，她将继续在禁毒
之路上走下去， 为驱散三湘大地乃至全
国的“毒霾”燃起自己的那道“微光”。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杨天朗
杜巧巧 通讯员 宋立里

“同学们 ，不能横穿铁路，不能在铁
轨上摆放障碍物，更不能击打列车。 ”近
日，新学期开学 ，吴振前带着宣传画 、小
礼品， 来到了辖区内三官桥小学给孩子
们上“开学第一课”。

吴振前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汉寿站派
出所的民警，五年前，他怀揣着梦想来到
这里，守护铁路和沿线居民的安全。 蜿蜒
秀美的汉寿桃花江畔， 乡间泥泞小路曲
曲折折， 摩托车行在上面都会时不时地
罢工。 五年来，辖区内的小路吴振前走了
上千遍， 他从村里的外乡人变成了当地
村民无话不谈的“贴心人”。

融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
2015 年 8 月， 吴振前从安徽老家来

到了汉寿， 成为汉寿站派出所的一名普
通铁警。 初来乍到的吴振前对工作的开
展有些手足无措， 第一次去铁路沿线的
居民家走访， 想和居民们聊天， 因为紧

张，还没开口就满脸通红。
这一切被教导员兰勇看在眼里 ，他

对吴振前说：“你多去铁路沿线的居民家
走动，和老人家拉拉家常，工作更容易开
展，湖南话也能很快听懂了。 ”于是，吴振
前每天早早地出门巡线， 挨家挨户介绍
自己， 把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名片贴在居
民的家门上，嘱咐他们，有事就找他。

吴振前在走访中发现， 辖区空巢老
人带留守儿童的情况普遍， 年轻人外出
务工，家里的体力活没人干，孩子安全教
育缺位。

一次巡线时， 吴振前看见一位大娘
担着两桶水吃力地从山上走下来， 他立
马上前接过扁担，帮大娘挑水。 大娘回家
后和家人说起此事， 其儿子是三官桥小
学校长， 主动在法治宣传教育方面给予
吴振前大力支持， 帮助开展 “小手牵大
手”活动 ，通过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
主动爱护铁路、守护铁路。

“辣椒萝卜、紫苏红薯片 、腊肉这些
湖南特色菜，他来湖南几年都会做了。 ”
住铁路沿线的李奶奶对记者说。 每逢秋

冬季节，吴振前穿着套鞋，打井水帮铁路
沿线的居民们切红薯、蒸红薯 、洗萝卜 、
晒萝卜， 双手泡在冰冷的井水里冻得发
红， 深受感动的当地居民都把他当成了
“贴心人”。

线路封闭，为民请命修路
2015 年，石长线扩能改造，线路需要

全封闭， 辖区公路小道与铁路有 100 多
处交叉点。 铁路沿线许多居民的农田和
房屋在铁路两侧， 生活出行需要横跨铁
路。 把老百姓走了 20 年的路封起来，实
施难度较大，村民们开始阻扰施工。 村民
小贾对吴振前说， 不是说有问题都可以
找你吗？ 现在我们没路走了，怎么办？

没路了，就给居民们修一条路。
吴振前以八都村涵洞积水问题为中

心，多次联系工务 ，协调综治办 ，直到说
服地方政府出资 15 万元，将水涵改建为
交通涵，解决附近群众出行问题。

拱头山村读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罗勇
因为线路封闭，步行路程太远而辍学了，
吴振前得知后向桃江县教育局、 桃花江

镇政府作了专题汇报，请求协调解决。在
他的多次协调下， 最终把罗勇转学到离
家较近的县城学校就读。如今，罗勇已经
顺利考上高中。

吴振前多次反映村民出行问题后 ，
桃江县政府将专线公交车路线从县城延
长到拱头山村，解决了 30 多户村民每天
出行难的问题。 栅栏封闭后维护工作十
分重要， 吴振前坚持宣传手段与法治手
段相结合，做好维护工作，为管内长治久
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振前认真工作的态度感动了沿线
干部群众，当地综治办主任还牵线搭桥，
促成了吴振前和妻子喜结连理，“安徽伢
子”在桃花江安家落户了。

长沙铁路公安处 2017、2018 年 度
“警务区标兵”、广州局集团公司 2018 年
度防洪先进个人、2019 年荣立个人三等
功一次……2019 年， 桃花江警务区升格
为一级警务区， 这些荣誉既是对吴振前
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同时也对他提出了
更新更高的要求，“只要群众需要我 ，我
就会无怨无悔地干下去。 ”吴振前说。

那个人，那条路，那些年
———记全国“平安之星”、沅江“禁毒妈妈”陈建荣

“禁毒妈妈”陈建荣。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伏志勇 摄

拿他乡当故乡 待百姓似亲人
———汉寿站派出所桃花江警务区民警吴振前工作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