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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昊

　　

　　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人民法院2023年以来禁毒工作基

本情况，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形势特点。

　　《法治日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

33 4 0 1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被告人

49603人，同比分别下降10.41%和11.7%。毒

品案件和被告人数量自2015年达到历史

峰值后已出现“八连降”，毒情总体向好

态势进一步巩固。

毒品案件重刑率高

　　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法

院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全国法院去年一

审审结毒品案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10972人，重刑率达22.12%，高出

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今年1

月至5月，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

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3125人，重

刑率达17.11%，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

刑率约10%。

　　对于打击重点，最高法刑五庭庭长李

睿懿介绍说，人民法院依法严惩走私、制

造、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和职业毒

贩、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

的犯罪分子，加大对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危

害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的惩

处力度。对于利用麻精药品的镇静、麻醉等

功能，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的，坚决依法

从严惩处。

　　此外，最高法还强化审判指导，统一裁

判标准。李睿懿说，2023年，最高法会同最

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强奸、猥

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将“利用毒品诱骗、控制被害人”作

为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情形，从

重处罚。对于“笑气”等未列管物质，织密刑

事法网，准确运用相关法律予以惩处，确保

实现有力打击。

司法建议指向麻精药品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涉麻精

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案件呈上升态势，

人民法院如何有针对性地惩治此类犯罪？

　　“一些法院在审理涉麻精药品等成瘾

性物质犯罪案件过程中，就完善麻精药品

列管机制、加强医疗机构处方管理、堵塞诊

所药店零售监管漏洞等问题，及时向有关

部门提出司法建议，促进强化源头治理、综

合治理。”李睿懿说。实践中，关于涉麻精药

品等成瘾性物质的司法建议在涉毒司法建

议中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效果也最为

明显。

　　近年来，借助网络实施涉麻精药品等

成瘾性物质犯罪案件多发。对于通过网络

寄递毒品的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如何实现

全链条打击？

　　“此类犯罪隐蔽性强，打击难度大，

对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收集证据及审查

认定证据提出了新要求。”最高法刑五庭

副庭长欧阳南平说，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惩治网络涉毒犯罪，积极应对犯罪手段

网络化带来的挑战，绝不允许网络空间

成为涉毒“法外之地”。

　　欧阳南平说，人民法院会同公安、检察

机关针对网络涉毒犯罪的证据，特别是电

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加以规范，

并对网络涉毒犯罪的管辖问题进一步加

以明确。最高法2023年下发的《全国法院

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进一步

规范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相关毒品犯罪

法律适用、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定性等，

为网络涉毒、物流寄毒案件的审理提供明

确依据。

未成年人涉毒案上升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5

月，人民法院受理的涉未成年人贩卖、运输

毒品案件共301件，案件数量较此前有明显

上升。

　　“未成年人群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

方面好奇心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另一方

面心智不够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容易

受到不良周边环境的影响，被不法分子利

用实施毒品犯罪，或者成为毒品犯罪侵害

对象。”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说。

　　“人民法院对于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未成年人出售

毒品的犯罪，坚决依法从重处罚、从严惩

治，绝不手软。”蔡金芳介绍说，最高法本次

发布的10件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中，有关案

例集中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原则，集中体现了坚决防范未成年人涉毒

的态度。

　　本报北京6月25日讯  

最高法新闻发布会披露

毒品案件和被告人数量出现“八连降”
□ 本报记者 董凡超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其

中陈某南等人贩卖毒品、洗钱案是检察机关高

质效办理毒品案件的缩影。

　　在该案中，广东省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漏罪

漏犯线索，追诉了2名毒品犯罪漏犯、3名洗钱

犯罪漏犯。

　　《法治日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

毒品犯罪6.1万余人，同比下降14%；起诉毒品犯

罪6.5万余人，同比下降33%。针对不法分子通过

寄递渠道实施贩运毒品犯罪问题，检察机关不

断加大对寄递毒品犯罪的惩治力度，2023年全

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寄递毒品犯罪2100余人。

强化立案监督

　　落实重大、疑难毒品案件提前介入机制，

能够为检察机关快速、精准、全面打击毒品犯

罪奠定扎实证据基础。

　　“我们提前介入重大、疑难毒品案件831

件，精准引导侦查方向，从源头把好质量关。”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重大犯罪检察部主任杨雅

衡说，该院在强化自行补充侦查方面，出台全

省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工作指引，共开展毒

品犯罪自行补充侦查128件，确保完善案件证

据链条。同时，创新“三必”审查方法———“审查

逮捕必查、审查起诉必问、审查报告必反馈”，

深挖毒品犯罪线索，追诉毒品犯罪漏罪81人、

遗漏同案犯226人，确保对毒品犯罪保持震慑。

　　当前，我国禁毒形势整体向好，禁毒工作

成效显著。但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传统与

新型毒品、线上与线下毒品互相交织，禁毒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据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国庆介

绍，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

合机制作用，持续加强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

督，深挖毒品犯罪线索，积极开展自行补充侦

查，及时追捕追诉漏罪漏犯，切实增强打击

效果。

　　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元明表示，工

作中，检察机关持续加强对毒品案件的立案监

督、侦查活动监督，深挖毒品犯罪线索，依法追

诉涉毒漏罪、漏犯；强化审判监督，切实维护司

法公正；借助数字赋能，提升毒品案件法律监

督效果。在完善办案规范、提升业务能力方面，

最高检针对毒品犯罪案件新情况、新问题，加

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制发司法解释、办案指

导意见、典型案例，完善办案规范。

精准打财断血

　　涉毒资产查处是惩治毒品犯罪的重要内

容，如果对涉毒资产查处不到位，直接影响禁

毒工作成效和反洗钱工作大局。

　　“最高检于去年7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

涉毒资产查处力度的通知》，指导各地检察机

关按照‘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总体要求，

依法能动履职，加大涉毒资产查处力度，对毒

品犯罪‘打财断血’。”元明说，一年来，全国检

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025件1212人，起

诉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47件67人，对

毒品犯罪中的涉毒资产提出明确的处置意见。

　　元明表示，工作中，检察机关着重审查涉

案财物是否属于涉毒资产，准确区分涉毒资产

与合法财产，犯罪分子本人财产与他人的财

产，在对毒品案件提起公诉时对涉案财物的处

置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九十八条规定的毒品犯罪分子逃匿，在

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依法应当追缴

涉毒资产的，及时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各地检察机关发挥捕诉一体工作机制优

势，注重发现涉毒资产查处线索，做好涉毒资

产补查补证工作，完善涉毒资产证据体系，引

导侦查机关对毒品犯罪案件深挖彻查。福建省

人民检察院主动融入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

罪工作大局，在全省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打击

治理涉毒洗钱犯罪专项活动，以专项工作为

抓手落实落细“一案双查”工作机制，强化组

织部署，实现上下一体协同推进。在四川省

检察机关办理的王某福等人贩卖、制造毒

品、洗钱案中，检察机关对涉案现金1282万余

元、住宅13套、银行存款541万余元、保险金601

万余元、汽车11辆等认定为涉毒资产，法庭审

理后依法予以没收。

推进综合治理

　　“最高检党组提出全面实施数字检察战

略，要求强化‘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

重在应用’工作模式，以数字化助力检察工作

现代化。我院在研发‘毒品犯罪网状打击与治

理平台’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过程中就是

严格遵循了这样的规律。”据湖北省宜昌市伍

家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颂东介绍，该模

型设计之初即紧盯法律监督和社会治理两大

功能，更注重办案向治理的延伸，通过大数据

建立刑事打击与社会面禁毒之间的紧密联系，

产生1+1>2的效果，促进毒品问题诉源治理。

　　陈国庆表示，最高检继2021年制发“七号

检察建议”后，又于2023年5月联合国家邮政局

等相关17个部门印发平安寄递专项行动方案，

联合开展寄递渠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防不

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贩运毒品，以合作之力深

化平安寄递建设。在此过程中，刑事检察与公

益诉讼检察、行政检察等部门无缝衔接，对寄

递安全问题全方位履行监督职责，形成综合监

督的良好局面。

　　广东省检察机关与公安、邮政等部门建立

协作机制，联合开展“安全寄递专项行动”，共

办理毒品案55件，另办理涉枪支爆炸物、危化

品和其他禁止寄递物品等案205件，为寄递安

全保驾护航。为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牵头联合制发《沪苏

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加强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

作的意见》，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的保障寄递

安全工作协作机制，聚焦寄递毒品犯罪跨区域

治理，推动检察机关参与禁毒社会治理进入省

域协作新阶段。

　　“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提升毒

品案件办理质效，切实强化对毒品犯罪案件的

法律监督，确保办案效果。进一步参与毒品犯

罪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依法治理，推动构建

禁毒综合治理新格局。”陈国庆说。

　　本报北京6月25日讯  

最高检新闻发布会披露

“打财断血”起诉涉毒洗钱犯罪千余件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不久前，北京市再次新增禁毒戒毒志愿

者服务长效点位，11个公共交通站点、10所高

校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将为群众筑起远离毒品

的新防线。与此同时，北京市天康戒毒康复所

第七届青少年暑期戒毒宣传教育活动季正式

启动，民警将与志愿者和“戒毒小卫士”们携

手，用创意形式走到孩子们身边，防范青少年

药物滥用。

　　“创新推出的轰趴、直播等禁毒宣传新形

式，让青少年群体轻松做到识毒拒毒；针对个

体不同开展的精准戒治，帮助戒毒人员解决根

源性问题；全程跟踪督导、社区康复指导等工

作机制，让戒瘾康复人员更好地恢复生活、回

归社会。”北京市戒毒管理局政治部主任戴志

强说，该局近年来通过综合推进强制隔离戒

毒、戒毒康复、社区戒毒与康复指导、禁毒戒毒

宣传教育等工作，已构建起“所内科学戒治、出

所有效衔接、所外持续照管、风险及时救助、

服务社会治理”的戒毒一体化工作格局。据

2023年统计，京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满3

年操守保持率达80.51%，位于全国前列。

增强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意识

　　“同学们，欢迎走进充满挑战与惊险的轰

趴之旅，希望你们通过智慧和勇敢，战胜毒品

的诱惑……”近日，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强制隔

离戒毒所“七色花”禁毒戒毒宣讲团走进校

园，为同学们带去了一场生动的“禁毒趴”。

　　活动中，针对“吸毒可以减肥”“毒品让你

更聪明”等10种陷阱，民警通过角色扮演的形

式，让同学们分组演绎如何识别并拒绝毒品。

随后，孩子们用五颜六色的线条在百米画布

上一边勾勒梦想，一边写下“拒绝毒品，从我

做起”的誓言。

　　“七色花”，仅是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宣讲

团队中的一员。近年来，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坚

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聚焦防范新精神活

性物质、药物滥用问题，先后组建了“蒲公英”

“天堂鸟”等5支各具特色的宣讲团队伍，并以

青少年群体为重点，发起了“双百行动”等禁

毒戒毒宣教活动，广泛传播识毒拒毒方法。

　　2023年以来，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先后走

进465所学校，为近13万名师生带去了丰富多

彩的禁毒戒毒法治套餐，有效增强了青少年

防范药物滥用的意识和能力。

重塑家庭关系收获戒治力量

　　“妈……”

　　“哎！”

　　隔了大半年，终于听到儿子喊出了这声

“妈”，玻璃窗后边的强制戒毒隔离人员郭某

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023年的夏天，郭某夫妻俩因吸毒被拘

留，在一次探访中，郭某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儿

子，但儿子全程沉默不语，无论郭某怎么道

歉、安慰、哭泣，儿子都没有回应。

　　“他已经15岁了，正是叛逆期，加上学业

紧张，一下没了家，接受不了是正常的，给他

点时间，慢慢来。”天堂河女子强戒所心理咨

询师的安慰让郭某有了盼头。同时，民警的一

句“得让孩子看到你戒毒的努力”，让郭某有

了动力和方向。就这样，郭某积极参加戒治，

康复训练很困难，她咬牙坚持，戒治课程听不

懂，她就课后主动寻求民警的帮助。

　　民警看到郭某有如此明显的转变，开始

积极帮她开展家庭治疗项目，通过各种方式

帮助郭某修复起破碎的亲情，并最终重获了

那声久违的“妈”。

　　“对戒毒人员和家属双向开展工作的时

候，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天

堂河女子强戒所副所长李彦看来，女性在社

会和家庭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帮助

女性吸毒人员戒毒，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

　　“除了家庭关系重塑，中医戒治、经颅磁

刺激等一批新项目研究成果已全面投入实

践，‘预防复吸的正念技术与实践’‘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个别谈话工作指南’在全国司法行

政戒毒系统广泛推广。”戴志强说，近年来北

京市戒毒管理局针对戒毒人员个体人身危险

程度、动机水平和复吸倾向性等问题，持续开

展基础研究与精准戒治，全链条帮助戒毒人

员解决根源性、深层次问题。

跟踪督导力促戒毒者保持操守

　　“对于身体已经脱毒的戒毒人员来说，如

何成功战胜心瘾、长期保持操守更为根本和

复杂。”天康戒毒康复所政治处主任李莹告诉

记者，作为全国6家戒毒康复示范所之一，天

康戒毒康复所面向全国接收自愿戒毒人员，

通过入所评估找准问题，并从心理矫治、认知

教育、行为矫正、生理康复、劳动康复五方面

入手，分阶段开展戒断治疗、康复治疗、社会

适应的靶向戒治，同时支持家属陪住共学，目

前已累计收治入住戒毒康复人员2500余人。

　　对于强戒人员，天康戒毒康复所责任民

警依据跟踪督导机制，会在强戒人员临解除

前对其开展专项政策宣讲。解除强戒措施的

当天，督导民警将根据戒治情况评估报告，与

解除人员本人、家属及派出所、社区等部门共

商跟踪督导措施，并签订无缝衔接督导协议，

形成工作合力。

　　同时，按照风险召回机制，当解除人员回

归社会后出现复吸风险较高的情形时，会将其

召回天康戒毒康复所，开展针对性防复吸技能

训练，待复吸风险消除后，再回归社会。截至目

前，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已累计跟踪督导京籍解

除人员3500余人，实现了跟踪督导全覆盖。

　　康复为要，助力为责。近年来，北京市戒

毒管理局依据《北京市禁毒条例》，在全市恢

复并建立起12个戒毒康复指导站，对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人员提供针对性康复治疗、心理

干预和就业指导，对重点人员开展一对一服

务，化解矛盾风险，累计帮扶3700余人，帮助

他们保持操守。此外，戒毒康复指导站先后对

4000余名禁毒社工进行培训，为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工作提供专业助力。

　　“近年来，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坚持‘人本、

科学、安全、救助’的戒治理念，深入推进平安

所区建设，做强做优强制隔离戒毒主体阵地，

同时延伸拓展戒毒康复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指导两项职能，预先开展禁毒戒毒宣传教育，

构建起戒毒一体化工作新格局。”北京市戒毒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禹冰表示，该局将进一

步树牢“大安全”理念，以教育戒治为中心，以

专业能力建设为保障，更加主动参与社会综

合治理，为构建和谐无毒社会贡献力量。

预防为先 戒治为基 康复为要 助力为责
京籍解除强戒人员满3年操守保持率居全国前列

　　本报北京6月25日讯 记者张昊 6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件毒品犯罪典

型案例，涉及毒品犯罪、涉麻精药品等成

瘾性物质犯罪和相关次生犯罪、涉未成

年人犯罪等方面。本批典型案例的发布

释放了涉“毒”必严、涉“瘾”必惩、涉“未”

必重的强烈信号，进一步增强全民识毒、

防毒、拒毒的意识。

　　典型案例白某日走私、贩卖毒品、组织

他人偷越国（边）境、非法拘禁案中，罪犯白

某日组成犯罪团伙，诱骗并逼迫未成年人

等走私大量海洛因入境贩卖，罪行极其严

重；李某红贩卖、运输毒品案中，罪犯李某

红罪行极其严重，上述两名罪犯均被依法

判处并执行死刑。这两起典型案例彰显了

人民法院严惩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

子的一贯立场。

　　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在审理陈某走

私、贩卖毒品案，王某走私、贩卖毒品、强

奸、强制猥亵案时，将多次走私、贩卖麻精

药品的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判处

涉案被告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对利用

麻精药品迷奸妇女的王某以强奸罪判处无

期徒刑。在典型案例聂某文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案中，聂某文因吸食含有依托

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导致意识模糊，驾车发

生多起交通事故，被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刑。这些典型案

例彰显了人民法院严惩涉麻精药品等成瘾

性物质犯罪及次生犯罪的鲜明态度。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李睿懿说，最高法

此次发布了5件涉有医疗用途麻精药品案

例，占比为历年最高，旨在进一步提高广大

群众安全用药意识，自觉抵制各类成瘾性

物质滥用，警惕和防范麻精药品被用于违

法犯罪的风险。此外，本次发布的陈某豪走

私毒品案则提示在境外留学、务工、旅游的

人员，正确认知毒品危害，严格遵守我国法

律，切莫心存侥幸、以身试毒。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介绍说，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两件胁迫、诱骗

或者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毒品案

件，一件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容留未成年

人吸毒案件，一件向未成年人非法出售“笑

气”案件。典型案例中，白某日、黄某彬利

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张某东向

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并容留未成年人吸毒，

于某涛、贾某文向多名未成年人出售“笑

气”，对涉案被告人均依法从重处罚。这些

典型案例的发布集中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原则，集中体现了坚决防范未

成年人涉毒的态度。

　　据介绍，人民法院将进一步增强做好

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着

力推进毒品案件审判工作现代化，着力推

动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实现新的跨越。

涉“毒”必严 涉“瘾”必惩 涉“未”必重

最高法发布10件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本报北京6月25日讯 记者董凡超 最高

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3年

以来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强化禁毒综

合治理工作情况，发布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

毒品犯罪案件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十大

典型案事例。

　　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事例包括李某勇等

人贩卖、运输毒品案等5件典型案例和福建省人

民检察院开展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专项活动

等5件典型事例。在李某勇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中，北京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抗

诉后，1名被告人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

名被告人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追诉1名

漏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实现不枉不纵的效

果。在陈某贩卖毒品案中，云南省检察机关着重

强化电子数据审查，发挥间接证据定案作用，同

时追诉了1名漏犯，增加认定34宗被遗漏的犯罪

事实。在幸某燕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中，浙江省

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成功追诉了10

名毒品犯罪漏犯，追诉了4名洗钱犯罪漏犯，会同

有关部门构建涉毒资金流向追踪机制，促进疑难

案件办理。

　　据悉，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全国检察机

关对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提前介入4900余件；监

督立案2800余件3000余人；纠正漏捕1700余人，

纠正后起诉1300余人；纠正移送起诉遗漏罪行

1400余人，纠正遗漏同案犯3100余人；开展自行

补充侦查4100余件。

漏罪必诉 漏犯必追 综合治理

最高检发布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十大典型案事例

　　本报讯 记者杨傲多 6月24日，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

2024年四川法院检察院国际禁毒日暨毒品案

件诉源治理新闻发布会。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秦海介绍了2023年以来四川法院禁毒

工作暨毒品案件诉源治理工作情况。四川三

级法院持续做好毒品犯罪“治罪”本职工作，

发挥人民法庭毒品问题治理“前哨”作用、强

化特殊毒贩收监收押，取得良好成效。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检察长张燕飞通报了2023年以来四川检察机

关禁毒工作暨毒品案件诉源治理工作情况。

全省三级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

打高压态势，为全省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向好

积极贡献检察力量。

　　会议发布了毒品案件诉源治理典型案事

例9件，这些案事例从派出法庭“前哨”治理毒品

问题、加强麻精药品管控、全流程助力毒品案件

诉源治理等方面，有效降低毒品案件发生。

四川法检首次联合发布毒品案件诉源治理典型案事例

　　本报北京6月25日讯 记者张晨 记者

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全国移民管理

机构今年上半年在边境和口岸共查获毒品

案件284起381人，缴获各类毒品4.5吨，其中

破获万克以上案件59起，有力阻断了境外毒

品入境渗透内流通道。

　　为全面强化边境禁毒“清源断流”，扎紧

织密立体化管控防线，严查严打跨境涉毒违

法犯罪，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广大移民管理警

察昼夜坚守边境和口岸缉毒一线，严密边境

前沿查堵、强化专案攻坚、紧抓边境辖区社

会面管控、深化边境执法协作，全力遏制境

外毒品渗透内流，坚决筑起边境和口岸禁毒

坚固防线。

　　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移民管理机构将继续深入研判

毒品犯罪藏毒方式、涉毒群体、贩运方式、

绕关避卡等规律特点，动态调整布设执勤

点位织密边境查缉堵截网络；坚持“破大

案、打团伙、摧网络、抓毒枭、断通道、缴

毒资”，采取挂牌督办、多警种协同作战、

边境执法协作等方式推进大案侦办；结合

“法治宣传固边防”活动，加大边境辖区禁

毒宣传力度，持续开展“禁毒流动课堂”

“禁毒宣传下基层”“全民禁毒宣传月”等

集中宣传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禁毒

人民战争中来，有力构建群防群治的禁毒

网络，营造对涉毒违法犯罪“人人喊打”的

良好局面，最大限度把毒品“堵在境外、

查在边境”。

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今年上半年缴毒4.5吨

  6月24日，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濂溪分局妙智派出所在辖区禁毒教育基地开展“大手

牵小手，禁毒教育从娃娃抓起”宣传教育活动。图为民警向学生讲解毒品原植物罂粟相

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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