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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0日 星期一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工作不好开展，老苏有办法。
在指望微薄土地租金过日子的时候，他凭借双

手和智慧成为万元户，并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当时代的东风刮来，大家都在迷茫如何拉动经

济时，他奔走呼喊、整合资源，制定出一项项发展计
划；

疫情来了，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他又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冲锋陷阵，让防控不留一
个死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倒在了防疫战线
上。

他 叫 苏 忠 宁 ，今 年 50 岁 ，1999 年 正 式 入 党 ，
2007 年至今任职海棠区升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对于百姓的呼声，他随叫随到；对于党的要求，
他有求必应。何谓初心，他用实际行动来阐释。

从市区驱车到海棠区升昌村，一路上
车辆寥寥，稍显冷清。往日里车流不息的
景象在疫情的阴霾下很难看到，而升昌村
外许多商铺大门也紧锁，据说疫情发生以
来，这些商铺都没开门营业，现在更是开
不了。

进入海棠区和升昌村，我们都要经过
关卡的检查，测量体温，查身份证，放行通
过，升级的防控力度和措施，说明疫情的
严峻。

升昌村进村路口，已设路障，进行封
闭隔离，村口临时设立的检查卡点有三五
人在值守，积极防控，严禁车辆进村。

这个检查卡点也是升昌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苏忠宁防疫坚守的重要岗
位。岗在人在，在如此严峻的疫情面前，
苏忠宁冲锋在前，带头战“疫”，在他的带
领下，升昌村两委班子和乡村振兴工作队
认真落实三亚市“群防群治 共抗疫情”十
条措施，团结协作，联防联控，奋战防疫一
线 ，筑 起 了 一 道 坚 固 的 疫 情 防 控“ 安 全
线”。

采访中，说起苏忠宁，无论是村委会干
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还是驻村大学
生村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词：带
头。带头致富、带头谋事、带头发展，为村
民为村集体，他一直在尽己所能，发挥一
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初心和使命。

苏忠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带头种植
芒果的人，他靠着发展芒果产业，走上致
富路，也带动了更多的村民一起种植芒
果。当上村委会主任后，他事无巨细，亲
力亲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升昌村的发展
上，在村委会的“议事厅”里，时常能看到
他召集三两同事坐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大
事小情。为了乡村振兴发展，他主动开展
调研，带头找项目找产业，听取采纳村干
部和驻村工作队意见建议，谋划发展香水
莲花产业。在防疫工作中，他更是每天都
带队深入到辖区重点难点区域，主动排
查，做好登记，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全力防疫。

带头，体现的是担当的精神、严实的作
风、积极的作为。由于他的担当作为，升昌
村正在实现新的发展，村里正准备启动建
设一个古镇赶集文旅农贸市场，发展香水
莲花产业，村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苏忠宁的这种精神也影响着与他共
事、同他交往的人。如今，虽然他病倒在
防疫战线上，躺在医院病床上，但他的同
事仍然坚守抗疫一线，为战胜病魔尽心尽
力。在村委会采访时，我们看到在岗位值
守、刚忙完手头工作的大学生村官何怡
心，还没来得及吃中饭，就又奔向村里的
疫情防控点。

不同寻常、令人难忘的庚子鼠年春节
刚刚过去，然而疫情尚未过去，防控还在
继续，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基层干部依然在
全力以赴，不顾安危，不畏艰险，与病魔进
行殊死搏斗，不到胜利那一刻绝不收兵。
我们相信，阴霾终将散去，阳光终会普照。

■ 记者手记：

带头即是担当
□ 陈太贤 顾翔

年轻时的苏忠宁没
有靠微薄的土地租金过
生活，他积极学种植技
术，自己开荒、种地，那
时候他成了村里最忙的
人，用勤劳的双手过上
好日子

苏忠宁的家，是人尽皆知的美满家

庭，两个儿子一个在村里的车辆检测站

工作，一个还在读大学，而且还有 1 岁的

孙 子 和 5 岁 孙 女 。 他 很 爱 自 己 的 妻 儿 ，

只是他从不用手中的职权来表达这份感

情。

几 十 年 的 夫 妻 ，王 月 花 心 疼 苏 忠 宁

不辞辛苦，每天忙碌在工作岗位上。所

以 ，无 论 苏 忠 宁 起 多 早 ，王 月 花 每 天 都

会为他做一碗地瓜饭，同时备点鱼干送

饭 。 这 也 成 为 苏 忠 宁 多 年 来 养 成 的 习

惯。

如果有哪一天工作太忙，早饭都顾

不上吃，是王月花最生气的。

这种没有规律的事情，是从乡村振

兴的工作提上日程开始。那时起，王月

花和儿媳除了要照顾家里的大小事务，

还肩负起苏忠宁疏于管理的果园。

苏忠宁时常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

实，要有品德，真诚，要做事先做人。话

语 虽 然 简 单 ，但 是 他 以 实 际 行 动 来 证

明。

除了照顾家里，儿媳罗家敏作为禁

毒专干，做事同样细心、负责，几乎每季

度 都 获 评 村 里 的 优 秀 员 工 。 她 说 ：“ 这

是 我 份 内 的 事 情 ，从 来 没 让 他 操 心 ，做

好自己的本职。”

“他干工作这几年太辛苦了，我们知

道，也帮不到他，只能默默支持，从来没

有埋怨过他。”王月花说。

“爷爷已经很久没有陪我看电视了，

爷 爷 什 么 时 候 才 回 家 ？”最 近 ，5 岁 半 的

孙 女 时 常 抱 怨 ，因 为 她 跟 爷 爷 约 定 ，从

大 年 初 一 开 始 ，每 天 早 上 7 点 一 起 吃 早

餐、看动画片。

但是这次，他食言了。

进 入 2020 年 以 来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肆

虐的消息让升昌村蒙上一层阴影，原本

已经进入收获季节的芒果市场遭受到沉

重打击。所有项目、所有计划全面停滞。

疫情就是命令！苏忠宁没有停下脚

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成为他新一

阶段的主要任务。

面 对 升 昌 村 复 杂 的 交 通 和 人 员 构

成，苏忠宁按照“五级书记齐抓防控”八

项具体举措任务，立即召开疫情防控部

署会议，结合升昌村实际情况制定防控

方案。

由于部分物流货车司机深夜进村，

第二天就离开，苏忠宁亲自带队，连续多

日 深 夜 逐 门 逐 户 摸 排 登 记 ，严 密 布 控 。

同时，他与物流公司洽谈，由一家公司上

门收购，以解决疫情期间果农销售和人

员结构复杂的现状。

“青年之家”从议事厅，成了疫情防

控指挥部。

2 月 6 日，在村头、村尾设置疫情防

控卡点的方案出台，24 小时监控更加便

于防疫工作开展。

“书记说第一班安排他，还没排好表

他就带队去值班了，搭帐篷、拉电线……

干什么都是这样，亲力亲为，带头冲锋。”

何怡心说。

当天 20 时，本该休息的苏忠宁再次

来到老街村口，和毕国楠以及另外两位

村干部一起值班。

23 时，苏忠宁感觉不舒服。

一同值班的党支部支委、团支部书记

王明说：“趁着灯光就看到他脸色不是很

好，很难受的样子，我们都劝他回家休息

……”

苏忠宁的家距离卡点不到一公里，他

骑着电动车到了家后，马上吃了一粒药，

很快就瘫软在地。

他的大儿子苏义牟说：“那时候他吐

字不清，脸色非常差，我们马上送他去了

医院。”

经过三亚中心医院专家连续 5 个小

时的抢救，苏忠宁终于恢复生命迹象。

赶来协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海 南 医 院 神 经 外 科 主 任 医 师 陈 晓 雷 介

绍，病人有高血压病史，这次是自发性脑

出血，原因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

俗称脑中风。不过抢救很及时，送来后

连夜进行了手术，但由于出血量非常大，

出血波及到了脑干，导致病人昏迷。

至 今 ，苏 忠 宁 仍 然 处 于 深 度 昏 迷 状

态。

三亚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肖仕和介绍，目前苏忠宁生命体征平稳，

但是病人苏醒的几率比较小，短期内会

一直昏迷……

在三亚中心医院，王月花看着仍然躺

在 ICU 重症监护室的苏忠宁，掩面而泣，

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期待着奇迹的出

现。

村民们依靠勤劳致富，但是村集体

经 济 却 仅 有 每 年 2 万 多 元 的 租 地 来 源 。

求 知 、求 贤 ，找 寻 新 思 路 、新 办 法 ，成 为

苏忠宁面临的新课题。

2016 年 ，大 学 生 村 官 何 怡 心 前 往 海

棠区组织部报到，被提前赶到的其他村

书记询问分派到了哪里。

“ 得 知 是 升 昌 村 后 ，他 们 都 说 我 运

气 好 ，因 为 村 书 记 不 仅 脾 气 好 ，对 人 也

很好。”何怡心说，她对第一天报到的情

景记忆犹新。

抵 达 升 昌 村 后 ，苏 忠 宁 说 ：“ 可 以

吃、住在我家里，不收房租，你们大学生

村 官 不 容 易 ，来 往 不 便 ，这 也 是 我 能 做

的，无非多双筷子。”

后 来 ，何 怡 心 得 知 ，往 届 大 学 生 村

官 同 样 都 得 到 了 苏 忠 宁 如 此 重 视 和 待

遇，离开村里的岗位后还时常会回来叙

旧。

何 怡 心 上 岗 后 ，一 直 在 村 委 会 的

“ 青 年 之 家 ”办 公 ，这 里 也 是 苏 忠 宁 的

“办公室”，或者叫“议事厅”“指挥部”。

因为受办公条件的限制，他并没有属于

自己的办公室，把仅有的区域划拨给了

财务室，用作了会议室。

2019 年 2 月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队 入 驻

升昌村，队长毕国楠同样受邀住在苏忠

宁家中。那天，苏忠宁开车带着毕国楠

在 村 里 绕 了 好 几 遍 ，把 村 里 的 优 势 、劣

势一一告知。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除

了 在“ 议 事 厅 ”经 常 研 究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思路，同样也一同奔走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

如何才能保证村民收入稳定甚至稳

步提高？如何发展集体经济？经过细致

研 究 ，“ 香 水 莲 花 ”项 目 登 上 日 程 ，升 昌

村民除了无法左右的农业收入外，还能

结合海棠区酒店带，制作文创产品增加

收入，从此在家门口也吃上旅游饭。

两个月，“香水莲花”项目框架从“议

事 厅 ”诞 生 ，发 展 思 路 基 本 成 型 ；两 个

月 ，苏 忠 宁 和 毕 国 楠 奔 走 四 方 ，学 习 经

验 、整 合 资 源 。 项 目 推 进 每 天 都 在 持

续，从产到销各个环节逐渐清晰。

与此同时，一份《关于三亚市海棠区

升昌美丽乡村打造海棠湾古镇赶集文化

—— 百 年 赶 集 文 旅 农 贸 市 场 项 目 申 请

书》制作完成，升昌村将结合自身优势，

打 造“ 文 化 + 农 贸 + 文 创 + 旅 游 ”的 乡 村

赶集文化产业。

升昌，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节点。

“跟苏书记接触马上一整年了，时间

虽 然 短 ，但 他 给 人 的 印 象 非 常 深 ，在 群

众 中 口 碑 好 ，在 工 作 中 踏 实 肯 干 ，为 人

谦 逊 和 蔼 ，是 我 们 的 大 家 长 。 当 然 ，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家里人对他是无条件

的支持。”毕国楠说。

上世纪 90 年代的升昌村，和其他
少数民族村庄一样，土路、瓦舍，村民
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并没有多余的经
济收入。

由于地处三亚东大门，加上土地
肥沃，外地客商趋之若鹜，从村民手中
租来土地，种植西瓜、香蕉等。

微薄的租金，成了村民们唯一的
收入来源。

当时年仅 20 多岁的苏忠宁没有这
么干，而是从专家那里学来种植技术，
自己开荒、种地，那时候他成了村里最
忙的人。

1996 年，时任片区警长的黄杨武从
村民口中第一次了解到苏忠宁，有责
任心、吃苦耐劳，是作为群防群治联络
员的最佳人选。

也就是在这一年，苏忠宁正式参
加工作，成为升昌村三组组长，大家都
希望他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全村
人共同致富。

事实上，苏忠宁确实是这么做的。
在 1999 年 5 月 28 日填写的《入党

志愿》中，他用规整有力的字体，写下：
“无论何时何地，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组
织的基本原则，积极团结群众和紧密
地联合在党的周围，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 来 发 扬 党 的 优 良 作 风 和 光 荣 传 统
……”

2007 年任职升昌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至今，他仍保持着当初的
习惯。不过，不同每天凌晨 5 点起床下
地干活后的灰头土脸，上午 8 点村里开
会前，他都会换上干净的衣服，穿上干
净的皮鞋。

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升昌村村
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开上了轿车，住
进了小洋楼、芒果楼、瓜菜楼，也成了
地方一大特色。

如何发展集体经济？苏忠宁经常在村委会“议事厅”研究村集体经济
发展思路，积极找项目找产业，奔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苏忠宁时常教育孩子们，做人要诚实，要有品德。他很爱自己的妻儿，
但他从不用手中的职权来表达这份感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苏忠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冲
锋，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他累倒在防
疫战线上

有一种作风叫“党员带头”

——记海棠区升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忠宁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顾翔 陈太贤

致富 振兴

家风

担当

苏 忠 宁 与 物 流 公 司 商 讨 疫 情 期 间 统
一收购销售村里芒果事宜。

苏忠宁召集村“两委”班子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 本版图片均由升昌村委会供图

2 月 6 日，苏 忠
宁（左）到 卡 点 巡
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