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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问题关系国家
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
祉，厉行禁毒是中国政
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
张。面对毒品问题快速
发展蔓延的严峻挑战，
我国重视禁毒工作，坚
持把禁毒工作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国
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
要内容，动员一切社会
力量，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尽最大努力禁绝毒
品、造福人民。

2015 年 6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
禁毒工作先进集体代表
和先进个人并发表了重
要讲话以来，全国禁毒
战线全面掀起禁毒人民
战争新高潮，推动禁毒
工作取得新进展。

主动进攻、重拳出
击，打击毒品犯罪取得
新成效。深入开展“百
城禁毒会战”“网络扫毒
行动”“4·14”打击制毒
犯罪等专项行动，建立
健全禁毒堵源截流和区
域协作、部门联动等工
作机制，情报研判、侦查
协作和攻坚破案能力显
著提升，缉毒执法取得
新战果。一年来，共破
获 毒 品 犯 罪 案 件 11.3
万起，其中跨省毒品大
案 1000 余 起 ，抓 获 毒
品 犯 罪 嫌 疑 人 13.4 万
名，打掉制毒工厂、窝点
593 个，缴获海洛因 6.6
吨、冰毒 22.6 吨、氯胺
酮 16.4 吨 。 破 获 制 毒
物品犯罪案件 531起，缴获易制毒化学品 1566吨。

关口前移、防范为先，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禁毒
意识不断增强。研究制定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规
划 （2016—2018）》，组织实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
育“6·27”工程，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五个一”活动，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明显提升，公
众禁毒意识不断增强。目前，全国已建成省级禁毒教
育基地 36 个，全国 90%以上的学校开展了毒品预防教
育，1.21亿名学生接受了禁毒专题教育。

以人为本、科学戒毒，最大限度减少毒品需求。研
究制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2016—2020
年）》，启动实施“8·31”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全面
落实戒毒治疗、身心康复、就业扶持、社会救助措施。
目前，全国已建立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机构 2.7 万
个，配备专职社工 2.7 万名，兼职社工 5.1 万名，全国现
有 237 万名吸毒人员中戒断 3 年未复吸人员达 127.2
万名。一年来，全国共查获吸毒人员 85.9 万人次，强
制隔离戒毒 32.3 万人，执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27.9万名，累计帮扶人员 46.7万名。

综合施策、分级治理，全力推动禁毒重点整治实
施。紧紧抓住问题突出、危害严重、影响周边、祸及全
国的毒品问题重点地区，以落实党委、政府责任为核
心，制定禁毒重点整治工作办法，采取通报、挂牌、约
谈、追责等手段，对全国 60 多个县市区进行分级分类
整治。目前，有 16 个毒品问题严重地区摘掉了挂牌整
治的“帽子”或取消了通报警示。

主动作为、互利共赢，树立负责任的禁毒大国形
象。紧紧围绕服务国内禁毒斗争和我国外交大局，
大力加强禁毒国际合作，我国在国际禁毒领域的影
响力不断扩大。今年 4 月，公安部长郭声琨率团出席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特别联大，进一步阐明了我国
政府的禁毒立场和政策主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
度关注和广泛认同，树立了中国在国际禁毒领域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禁
毒双边合作，深入开展中老缅泰“平安航道”联合扫
毒、中越边境联合扫毒、中澳联合缉毒等系列跨国执
法行动，持续推进缅北、老北罂粟替代种植和替代产
业发展，目前替代种植企业已达 162 家，替代种植面
积 310 多万亩。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报道：今年“6·26”国际
禁毒日到来前夕，5 月 19 日至 6 月 10 日，在中宣
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邮政局等部门
的参与下，公安部禁毒局、网络安全保卫局组织各地
公安禁毒、网安部门发起“2016 年第一次互联网涉毒
专案集群收网行动”，经过 22 天连续奋战，成功侦破上
海“2016—112”“2016—309”、山 东“2016—203”

“2016—208”、广东“2016—257”、重庆“2016—421”
等 23 起部级目标案件，抓获网络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
员 8819 名（部署对象 3366 名、延伸对象 5453 名），其
中刑事处罚 1481 人，缴获毒品总数 719.84 公斤（其中
冰毒及其片剂 514.23 公斤、海洛因 3.63 公斤、氯胺酮
11.78 公斤、大麻 19.28 公斤、精麻药品 160.89 公斤）；
捣毁制毒窝点 14 处（其中山东 4 处，辽宁、河南、湖北
各 2 处，福建、广东、重庆、贵州各 1 处）。同时，各地网
安部门共发现删除涉毒信息 11538 条，依法查处管理
混乱、发布涉毒信息问题突出的网站 128 个，关停涉
毒通讯账号 1203个。

“真棒！太可爱了！”“好神奇啊⋯⋯”
随着缉毒犬“维特”准确查到藏到行李箱
中带有塑料包装的“猎物”，来自北京 25
中的 200多名师生禁不住地欢呼起来。

顺利完成任务的“维特”开心地跑到
驯犬员周聪身旁，咬起一个毛巾卷，与驯
犬员玩起了“拔河”游戏。“其实，这既是嗅
探训练，也是对缉毒犬的奖励。”驯犬员周
聪说。

这是 6 月 24 日“北京海关缉毒犬开放
日”活动现场的一幕。在国际禁毒日来临
之际，北京海关特别组织了中学生来到海
关总署北京缉私犬基地参观，让青少年们
了解海关缉毒工作，营造起全民参与禁毒
斗争的良好氛围。

“ 今 年 禁 毒 日 的 主 题 是‘ 无 毒 青 春
健康生活’。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不仅
近距离地感受到缉毒犬的绝技，更是上了

一堂精彩生动的禁毒课。”北京缉私犬基
地副主任魏景文说。

建于 1993 年的北京缉私犬基地，兼

具犬只繁育、教学、科研、训练、检查及对
外交流等多种功能，目前已成为国内领
先的缉私犬基地。据悉，基地现有犬 70

只，其中种犬 12 只，工作犬 6 只，犬种包
括拉布拉多犬、德国牧羊犬、苏格兰牧羊
犬、金毛追踪犬、史宾格犬、罗维纳犬、魏
玛犬等。缉毒犬除了具备嗅别大麻、海
洛因、冰毒等 6 种以上毒品及其衍生品的
能力外，还具有查缉爆炸物、象牙、护卫
等工作能力。

“缉毒工作靠的是‘人、犬、技（术）、
情（报）’四位一体。现在有许多藏毒手
段可以瞒过机器，但是瞒不过我们的缉
毒犬。”魏景文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探
索和实战，缉毒犬在打击毒品走私方面
取得了辉煌业绩。该基地成立至今，已
查 获 毒 品 案 件 86 起 ，收 缴 各 类 毒 品 共
257.38 千克。

近年来，我国毒品走私案件呈上升态
势，呈现出团伙走私迹象明显、人体藏毒
案高发、通过旅检渠道携带毒品入境案件
增加、藏毒方式多样化且隐蔽性强等特
点。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关
查获毒品案件 4 起，查获毒品 3815.75 克，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4 名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0%、91%、100%。

“目前旅检渠道藏毒主要以行李箱夹
藏为主，但手法更加隐蔽，有鞋底藏毒、地
毯藏毒、短裤藏毒、书本藏毒等五花八门
的招数，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需要缉毒犬的
协助。”魏景文说，缉毒犬是警犬界的“福
尔摩斯”，在打击毒品走私的战斗中，它们
是我们的“好战友”，更是功不可没的无名
英雄。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连日来，多
地举办活动展示禁毒成效，表明依法从严
打击各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近年来，
我国毒品消费市场持续膨胀，毒品犯罪高
发、多发。以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为例，
2015 年 ，全 国 法 院 新 收 毒 品 犯 罪 案 件
142000件，同比增长 30.79％。

6 月 23 日，最高法院发布毒品犯罪及
吸毒诱发次生犯罪十大典型案例。此次
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网络贩毒、跨国贩
毒、“毒驾”、吸毒后杀害幼儿等案件。其
中，有 4 名涉毒罪犯已经被执行死刑，其
他罪犯也被依法严惩。

遏制毒品在网络渠道蔓延

1993 年出生的孙静无业在家，是吸
毒人员。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孙
静买到甲基苯丙胺后，以其创建的百度贴
吧“三妈很强大”及 QQ 群“当岔道已成往
事”“一口浓烟吐出美好明天”等为载体联
系毒品买家。

据介绍，孙静与买家在网上约定交易
细节后，将毒品藏在玩具兔子内通过快递
寄出。孙静多次从在网上认识的杜仲伟处
购买甲基苯丙胺共计 1000 余克，从黄辉、
周丽瑶处购买甲基苯丙胺 110 克，通过网
络将购得的毒品再贩卖给北京、辽宁、山
东、江苏等 20 余个省份的吸毒人员，发送
快递共计200余件，获毒赃55万余元。

2014 年 2 月中下旬，被告人孙静在明
知刘某某系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指使刘
为其发送装有甲基苯丙胺的快递，并指使
刘协助其对 QQ 群“当岔道已成往事”进行
管理。同年 3 月 6 日，孙静前往湖南郴州
市欲向黄辉、周丽瑶购买毒品时被抓获，
公安人员当场查获其购毒款 3.46万元。

本案由湖南长沙市中级法院审理。
法院认为，被告人孙静伙同他人贩卖甲基
苯丙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值得
注意的是，孙静利用未成年人贩卖毒品，
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对被告
人孙静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孙静没有上
诉、抗诉，上述裁判已于 2015 年 7 月 26 日
发生法律效力。

“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成为毒品传播
平台，成为毒品犯罪分子用于联络的重要
渠道。”最高法院刑五庭助理审判员李静
然指出，网络涉毒犯罪呈快速蔓延之势，
主要表现为利用网络贩卖毒品、买卖制毒
物品、传播制毒技术和组织他人吸毒等。

网络毒品犯罪具有影响范围广、不受
地域限制、社会危害大等特点。李静然表
示，当前，互联网是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
年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利用互联网
实施的毒品犯罪较传统犯罪具有更大的
危害性和影响力。相关部门对于网络涉
毒犯罪应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毒品通
过网络渠道蔓延。

吸毒致幻诱发次生犯罪多

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抑制或者致
幻作用，会使吸毒者出现兴奋、狂躁、抑
郁，甚至被害妄想、幻视幻听等症状，进而

导致其自伤自残或实施暴力犯罪。据介
绍，近年来，因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等暴力犯罪频发，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有的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陈万寿故意杀人案就是一起因吸毒
诱发的故意杀人犯罪典型案例。

据了解，陈万寿常年吸毒，曾被强制隔
离戒毒两年后复吸毒品。2013 年 9 月 20
日中午，陈万寿在家中吸毒产生幻觉后，持
菜刀闯入邻居陈某甲住宅，挟持了陈某甲
年仅 3 岁的孩子，威胁在一旁劝阻的群
众。公安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陈万寿将
小孩挟持至院内，不顾众人劝解，将手中的
菜刀砍向孩子颈部，致其当场死亡。

本案由广东湛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广
东省高级法院二审。最高法院对本案进
行了死刑复核。法院认为，被告人陈万寿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杀人罪。陈万寿吸毒产生幻觉后，行凶
杀害年仅 3 岁的幼儿，犯罪手段残忍，情
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据
此，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陈万寿判处并核准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罪犯陈万寿已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被
依法执行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毒品因具有兴
奋、致幻作用，吸食后会对吸毒人员的驾
驶能力产生影响，人们称之为“毒驾”。吸
毒后驾驶机动车，极易因驾驶行为失控而
肇事肇祸。像这样的案件近年来已多次
发生，引起社会关注。

2015 年 3 月 20 日，被告人陈学建驾
车途中，在一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吸食毒
品。当天 23 时许，陈学建驾车行至上海
市曲阳路、中山北二路时，遇公安人员设
卡例行检查。陈学建不仅拒不接受检查，
而且强行驾车闯卡逃逸，公安人员遂驾驶
警车对其进行追截。

随后，陈学建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
情”：驾车连续闯红灯、在非机动车道逆向

快速行驶、碰撞道路隔离栏，并剐倒行人。
在逃至广灵二路近广纪路口时，陈学建驾
驶的汽车被追截的警车碰撞后仍不停车，
在撞碎一面包房玻璃墙后，他弃车逃跑。
第二天，陈学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学建吸食毒品后
驾车违章行驶，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
身、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陈学建作案后主动投
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依法可
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陈学
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生活中，吸食毒品花费巨大，且戒断
难度大、复吸比例较高。在吸毒这条“不
归路”上，一些吸毒人员倾家荡产、家庭破
裂，也有一些吸毒人员为获取购毒资金不
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据了解，近年来，
吸毒人员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性犯罪案
件呈上升趋势。

毒品犯罪审判日趋规范化

2015年3月16日凌晨，莫进友和王某
某在广西东兴市东兴镇凯迪阳光假日酒店
进行毒品交易。二人交易结束后被公安发
现，吸毒人员王某某被当场抓获。在逃跑过
程中，“毒贩”莫进友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
朝公安人员射击，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莫
进友还将携带的 5.23 克甲基苯丙胺、0.79
克氯胺酮丢弃于路边绿化带内。在一交叉
路口，欲拦车逃跑的莫进友被抓获，公安人
员当场从其身上查获手枪1支、子弹3发。

莫进友的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武装
掩护贩卖毒品。对此，法院依法对莫进友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
币 2 万元。这一裁判已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发生法律效力。

“武装掩护毒品犯罪，不仅大大增加
执法机关查缉毒品犯罪的风险，也对社会
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

胁，并反映出犯罪分子较深的主观恶性和
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最高法有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毒品犯罪分子在实施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过程中，为掩护
犯罪而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案件屡
有发生。特别是在广西、云南等边境地
区，“枪毒合流”案件呈上升趋势。

今年 4 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毒
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一司法解释共 15 条，涉及十类毒品犯
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其他特征突出的毒
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

司法解释明确依法严惩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等各类严重毒品犯罪行
为。根据司法解释，毒品犯罪行为的严重
情节包括：武装掩护犯罪，暴力抗拒检查、
拘留、逮捕，多次、向多人实施犯罪，组织、
利用未成年人、病残人员犯罪，国家工作
人员犯罪等。

“像毒枭、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
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
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最高法
院刑五庭副庭长马岩说。

2015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
案 139024 件，同比增长 30.17％，审结率
93.63％；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
137198 人，同比增长 25.08％，其中，被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
27384 人，同比增长 10.17％；重刑率为
19.9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
10.59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的吸毒人员基数庞大，而
且呈增长趋势，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和增
长的毒品消费需求催生了毒品犯罪。”马岩
表示，禁毒是一项系统工程，解决毒品问题
的根本之策在于综合治理。在坚持对毒品
犯罪依法从严打击的同时，更要发动全社
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禁毒，着力消除滋生、诱
发毒品犯罪的深层原因，构建惩防并举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禁毒防控体系。

走近“大耳朵”缉毒英雄
——探访海关总署北京缉私犬基地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禁绝毒品

、造福人民

—
—

全国禁毒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年来

，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超十一万

起

本报记者

姜天骄

2016 年第一次互联网涉毒

专案集群收网行动战果显著

全国法院运用刑罚手段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念紧“刑”字诀 铲除罪恶花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图为开放日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顾 阳摄

6 月 20 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给该校师生们送上一堂内容丰富

的法制课。图为学生们正参观学习禁毒知识。 邹 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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