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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意义及其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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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熏陶。在戒毒机构，积极构建文化氛围，可以帮助戒毒人员找到自己的动力和
目标，让戒毒人员早日回归新生活。本文主要围绕“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意义”“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问
题分析”“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策略”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进一步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构建良好
的文化氛围，促进我国戒毒机构在新时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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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力量，可以凝聚工作团队 [4]，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

以“集体主义”为荣，以“戒毒人员”为核心，用心做

好戒毒机构内的每一项工作，促进戒毒机构稳步、健康

发展；另一方面，在戒毒机构中，戒毒人员对戒毒机构

的亲切感，往往来自于人文关怀。对于戒毒人员来说，

他们更希望戒毒机构是一个可以包容自己、改变自己的

“家”，而不是一所“强制机构”。进入新时期，我国戒毒

机构朝着“文化性”“先进性”的方向发展 [5]，既是一种

客观需求，也是一种时代趋势。

2  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问题分析

2.1 不注重生活习惯
当前，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有些工作人员并不

重视戒毒人员的生活习惯。一方面，在戒毒机构文化建

设中，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文化宣传，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行动上。比如说，戒毒人员学习

了“集体主义”相关内容后 [6]，在生活习惯上（吃饭、

洗漱、活动等），还是独来独往，工作人员并没有从生活

习惯上，去有意识地引导戒毒人员、改变戒毒人员。在

这种情况下，戒毒人员会感觉文化宣传没有实际意义。

另一方面，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有些工作人员对于

文化宣传，立足点比较高，很少与戒毒人员的实际生活

相关联。比如说，戒毒人员学习了“科学家故事”之后，

工作人员没有升华故事主题，没有建立故事与现实生活

之间的联系，导致戒毒人员在生活习惯上，还是保持原

先的作风，没有从科学家故事中真正获得启发。

2.2 生活内容不充实
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应该充实戒毒人员生活、丰

富戒毒人员生活。但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戒毒机构的文

化建设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第一，在戒毒机构文化

建设中，有些机构的文化活动、文化宣传是分散的、不

系统的。戒毒人员只是偶尔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化气息，

并没有真正充实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文化建设大多流于

形式，很难起到实际效果；第二，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

中，有些机构的管理层主导了一切工作，很少给戒毒人

员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建议的机会。如果戒毒人员缺乏

参与感，就很难融入整体的文化氛围中，无法真正充实

戒毒人员的日常生活。

在戒毒机构，戒毒人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很多时

候都来自于心理和精神。实践证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

围，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帮助戒毒人员充实

生活和精神，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戒毒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在探究戒毒机构文化建设策略时，相关工作人

员首先要针对当前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有方向性的整

改，才能循序渐进取得成功。

1  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意义

1.1 丰富戒毒人员生活
在戒毒机构积极构建文化氛围，可以很好地丰富戒

毒人员生活。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戒毒机构中，为了

构建文化氛围，机构会定期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这些文化活动有唱歌、舞蹈、表演等 [1]，给戒毒人员带

来了新鲜感和趣味感，让戒毒人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另一方面，在戒毒机构中，戒毒人员除了常规的学习、

检查、锻炼之外，很少有主动参与、主动表现自己的机

会。在文化建设活动中，戒毒人员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

才华，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随着生活内容的丰富，

戒毒人员的心态也会更加开朗、阳光，有利于戒毒人员

早日戒毒成功。

1.2 坚定戒毒人员信念
实践证明，通过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坚定戒毒人

员信念。具体来说，第一，在戒毒机构中，戒毒人员面

临的障碍，除了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比如说，心

理依赖、心理畏惧、心理自卑等。在文化建设中，戒毒

机构通常会传达坚持、自信、成功等信念，激励戒毒人

员相信自己，不断努力，帮助戒毒人员取得更大突破。

第二，在戒毒机构中，有些戒毒人员对今后的生活表示

很担忧，害怕社会和他人的异样对待。如果戒毒人员长

期处于这种焦虑中，就会影响戒毒进度。在文化建设中，

戒毒机构会融入哲学思想、思政理念 [3]，帮助戒毒人员

重塑自信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正是因为心怀期待，

戒毒人员才可以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收获最终的

成功。

1.3 促进机构健康发展
在戒毒机构的自身发展来说，积极构建文化氛围，

同样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在戒毒机构中，“文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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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整体文化氛围不足
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整体文化氛围不足的现象

仍然很普遍。具体来说，一方面，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

中，文化建设的内容比较单一。有些机构的文化建设内

容主要是“法律类知识”“教育类知识”“健康类知识”“思

政类知识”等，很少与“生活热点”“时事新闻”“趣闻

妙谈”相结合。在这种单一的内容中，戒毒人员的热情

很难被点燃，不利于戒毒人员融入和吸收各种文化知

识；另一方面，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文化建设的途

径比较落后。有些机构的文化建设途径主要是“制度壁

画”“科普展架”“会议讲座”，很少结合信息化工具，进

行多元化展现。由于途径比较落后，戒毒机构很难全方

位地体现文化色彩。这是导致戒毒机构整体文化氛围不

足的重要原因。

3  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策略

3.1 重视戒毒人员生活习惯
改变生活习惯，可以逐渐影响思维方式。在戒毒机

构文化建设中，相关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戒毒人员生活

习惯。一方面，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工作人员对于

文化宣传，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要理论结合实践，

落实到具体工作细节中。比如说，戒毒人员学习了“集

体主义”相关内容后，工作人员可以从生活习惯上，进

行一些科学引导，如小组聚餐、洗漱竞赛、团队活动等，

让戒毒人员强化集体主义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在戒

毒机构文化建设中，工作人员对于文化宣传，立足点不

能过于缥缈，要与戒毒人员的实际生活相关联。比如说，

戒毒人员学习了“科学家故事”之后，工作人员要结合

故事内容，适当地升华故事主题、拓展故事主题，建立

故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如像科学家一样树立生活

目标、像科学家一样努力奋斗，像科学家一样相信自

己……以此为切入点，工作人员可以鼓励戒毒人员改变

生活习惯，从一点一滴做起，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和

标准，争取早日实现戒毒目标。

3.2 充实戒毒人员生活内容
如何进一步充实戒毒人员的生活？第一，在戒毒机

构文化建设中，机构的文化活动、文化宣传要形成系统

化机制。首先，文化活动要定期举行，均匀分布在戒毒

人员的日常生活中，切实发挥文化活动的积极影响力。

其次，文化宣传要有始有终，从科普、讲述，到实践、

总结，再到考核、评估，让戒毒人员循序渐进地从文化

宣传中取得收获。第二，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机构

的管理层要适当放权，给戒毒人员提供更多自主参与的

机会、提建议的机会，增强戒毒人员的参与感。举例来

说，戒毒机构举行中秋活动时，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号召

戒毒人员以小组为单位，自主表演节目，让戒毒人员成

为文化建设中的一分子。再比如说，戒毒机构举行红色

文化相关活动时，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带领戒毒人员一起

学习红色精神、参观红色展馆、表演红色歌舞，让戒毒

人员全身心融入到文化建设中。随着戒毒人员的参与机

会越来越多，生活也会越来越充实。

3.3 加强整体文化氛围
为了更好地加强戒毒机构整体文化氛围，可以从这

些方面去实践：一方面，在戒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文化

建设的内容要“多样化”。除了常规的“法律类知识”“教

育类知识”“健康类知识”“思政类知识”等，戒毒机构

还要增加一些“生活热点”“时事新闻”“趣闻妙谈”，让

戒毒人员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能了解社会动态，感受

生活时事带来的快乐。当戒毒人员的热情被点燃后，就

可以更好地融入、吸收各种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在戒

毒机构文化建设中，文化建设的途径要“与时俱进”。

戒毒机构的文化建设途径，除了“制度壁画”“科普展

架”“会议讲座”之外，还要结合信息化工具、信息化平

台，例如，多媒体、短视频、直播软件、微信公众号、

今日头条等，多元化展现机构文化。当机构文化融合了

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形态时，整体的文化氛

围就会更浓厚，可以为戒毒人员创造更好的戒毒环境。

4  结语

在实际情况中，有些戒毒机构对于文化建设，过于

强调纪律和制度，带给戒毒人员很强的压迫感。虽然戒

毒是一件应该严肃对待的事情，但戒毒毕竟有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戒毒人员只感受到压

迫，完全感受不到趣味和快乐，很难坚持走完这个过程。

因此，戒毒机构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除了要讲方式方法，

还要重视“人文关怀”“兴趣引导”，让戒毒人员愿意主

动、积极地配合戒毒机构，早日开启幸福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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