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曹宝心

本报讯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委脱
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李龙生同志于3月
6日因突发疾病，牺牲在临高县扶贫工作岗
位上，享年56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对李龙
生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分别作出
批示。受刘赐贵、沈晓明委托，3月6日下午，
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
长李军来到李龙生同志家中，看望慰问他的
家属。

刘赐贵在批示中强调，李龙生同志作为
一名老共产党员，在我省脱贫攻坚最为关键

的时刻，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勇于承担起省
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的重任。他
以对党的扶贫事业高度热爱的工作态度，
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党人奉
献之歌，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李龙生同志为榜样，
发扬“椰树精神”，任劳任怨、甘于奉献，巩
固“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成果，在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中作表率、挑重担、履职尽责，决
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加
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更突出
的贡献。

沈晓明在批示中指出，李龙生同志时刻

保持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一心为公，情系群
众，勤勉务实，忘我工作，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上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的不幸离世，是
事业和家庭的巨大损失，令人十分悲痛。谨
向李龙生同志致以沉痛哀悼，并向家属致以
诚挚慰问。希望全省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
李龙生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矢志不
渝，埋头苦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李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对李龙生
同志不幸因公殉职表示沉痛悼念，向其家人
和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李军说，李龙生同志
担任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近2年
来，认真落实省委“背水一战”的决策部署，积

极履行严督实导的职责，不辞辛苦，任劳任
怨，帮助所督市县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突出贡献，是我省
扶贫干部的优秀代表。要认真总结、宣传其
先进事迹，组织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扶
贫干部向他学习，决战决胜我省脱贫攻坚。
李军还详细询问了李龙生家属的生活状况和
身体状况，希望他们节哀顺变，并表示组织将
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副
指挥长何西庆，副省长、指挥部副指挥长
刘平治，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慰
问。

优秀扶贫干部李龙生因公殉职
刘赐贵沈晓明作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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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李龙生，男，汉族，中共党员，1963年5月

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85 年 7 月参加工
作，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参加
工作以来，历任海南省商贸经济合作厅办公
室副主任、国内贸易管理处副处长，海南省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海南省商务厅办公室主任、市场运行管理处
处长、市场运行调节处处长，海南省商务厅
副厅长、党组成员，海南省服务贸易促进局
局长（兼），海南省会展局局长（兼），海南省
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正
厅级），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
督查组组长。

省委脱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李龙生：

23个月深入42镇121村

本报讯 洁净如新的办公桌上，整齐地
摆放着一摞脱贫攻坚材料，一个保温杯，一
包纸巾，一小袋碧螺春以及寸尺、打印机等
简单的办公用品。过分简约的摆设，似乎很
难寻得桌子主人生前的生活轨迹。

事实上，自2018年4月借调至省委脱贫
攻坚战第一督查组以来，李龙生几乎很少能
够安稳地坐在办公室里，更多时候，他和5位
组员到贫困户家里摸底排查，在奔赴乡野路
上舟车劳顿，在驻点宿舍里伏案疾书。

开展脱贫攻坚的23个月里，李龙生先后
率领工作小组走访琼中10镇53村，海口4区
22镇22村，临高10镇46村，挨家挨户摸底
排查，促进两市县脱贫工作的全面进步，实
现临高国定贫困县脱贫摘帽。

今年3月6日凌晨，在临高督查期间，李
龙生因工作劳累，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享年56岁。他是一位母亲的儿子，是一个女
人的丈夫，是一个男儿的父亲，同时也是“战
友”的知己，是万千贫困户最忠实的听众。

记者 曹宝心

关于3月5日晚的记忆，至今
仍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省脱贫
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的5位组员们心
头，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不仅是
一位工作的伙伴，组织的领头羊，
也失去了人生的知己。

组员中最年长的陈海森（省自
然资源规划厅办公室调研员）至今
仍沉浸在悲痛中难以释怀，“他知
道我有高血压，工作时总是叮嘱我
要注意身体，怕我太累总是想方设
法让我休息，没想到他自己却病倒
在了工作岗位上。这一切来得太
突然，太令人痛惜了。”他同时为自
己未能及时观察体恤到组长的身
体变化而深深自责。“3月5日晚，
我们还在临高县委党校附近的酒
店里讨论工作，完全看不出他有任
何异常，没想到回到酒店之后意外
就发生了。”

当晚10时40分左右，省脱贫
攻坚第一督查组副组长杨光润突
然接到李龙生妻子卫珊的求助电

话。他透露，李龙生夫妇感情深
厚，每晚会准时通电话，然而当日
晚，卫珊却怎么也打不通丈夫的电
话，发信息也没有回复。

“我跑到他房间门口敲门，没
人回应，没想到一脚踹开门后，看
到他趴在地板上，脸色发黑，人已
经没有了知觉。”看到这一情况，震
惊、心痛不已的杨光润马上拨打了
急救电话。经现场抢救1小时之
后，李龙生又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一直抢救至3月 6日凌晨2时 50
分，医生宣布死亡。

连夜从海口开车赶至临高的
卫珊母子，也未能见到李龙生最
后一面。在卫珊眼里，那个无论
工作多繁忙，回到家里总是积极
包揽家务的丈夫，那个84岁母亲
口中的孝顺儿子，两年多来还未
能回家好好睡一觉，也没有等到
儿子成家立业的那一刻，便撒手
人寰。“她整个人都崩溃了，感觉
天都要塌了下来。”杨光润说。

电话怎么也打不通，“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4天调研5个镇，深入
农户访贫问苦中几度落泪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确
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最大限度地降低疫
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省委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研究出台了“抗疫情、保增收、防
返贫十五条措施”。

临高作为今年摘帽退出的县，巩固脱
贫成果，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的成色和质
量。疫情发生后，李龙生密切关注临高的
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并多次致电县
扶贫办，要求临高要全面排查，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

3月2日，在结束了海口的督查工作
后，李龙生未进家门，便带领着督查组成员
赶赴临高，并于第二天上午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临高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复
工复产以及“十五条措施”落实情况汇报。
会上，李龙生当即提出要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加快物资保障，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督查组的第一站就是到脱贫攻坚基础
较薄弱的东英镇开展调研，重点研究解决
东英镇因疫情影响，贫困群众产业发展和
外出务工存在困难的问题。结束东英镇的
调研后，李龙生又先后率队深入波莲镇、博
厚镇、皇桐镇三个重点镇开展调研。从不
轻易显露情绪的李龙生，在深入农户访贫
问苦中几度落泪。

张彤回忆，督查组在波莲镇分头暗访
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户错退户，便立即组织
入户调查。看到一家四口住在承重墙已经
严重开裂的危房里，孩子还患有红斑狼疮，
心思细腻的李龙生忍不住潸然泪下。“那时
候他心里是非常复杂的。他既为基层扶贫
不到位而生气，又为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而
伤心。我们常常说，做这份工作唯一的信
念就是，一定要让贫困户的生活好起来。”

3月5日上午，李龙生又率队到全县冬
季瓜菜种植规模最大也最边缘的南宝镇开
展调研，了解贫困户冬季瓜菜产销的情
况。短短4天时间，他带领督查组马不停
蹄调研了5个镇。白天他下乡调研了解情
况，晚上开会研究对策，亲自组织撰写调研
专报，及时向省指挥部提交工作建议。3
月5日晚，为了向省指挥部提交工作专报，
李龙生还组织督查组成员共同开会研究。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处在工作的状态。

李龙生李龙生（（中中））省扶贫办供图省扶贫办供图

从琼中到海口，再到临高脱贫攻
坚战役，省纪委办公厅主任科员张彤
几乎与李龙生形影不离，并肩作战。

张彤表示，学医出身的李龙生
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身居要职的
他几乎没有领导架子，总是与身边
的人打成一片，“他总是反复和我们
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白天督查，
晚上集中学习是我们的工作常态。”

他透露，善于钻研的李龙生还
是一个“政策通”，关于扶贫的疑点
难点及对应政策总是信手拈来。

“每一次开大会或是总结会议，他
基本都是脱稿演讲，根据实战经验
融会贯通。”

张彤透露，李龙生非常重视基
层扶贫干部的工作培训，总是利用
入户调查或是开会总结的时间，对
一线干部言传身教。“比起一刀切

地处罚，他更愿意循循善诱地引
导，给予他们多一次机会改正。”

李龙生自担任省委脱贫攻坚
战第一督查组组长以来，全身心投
入督查工作。他紧盯市县在扶贫
产业的发展、贫困群众“两不愁三
保障”等重点内容，多次深入企业、
合作社及贫困户家中调研，指导纠
正了一批分红、返本时间短、贫困
户参与程度低等应付式产业扶贫
问题，促进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他以镇村为主战场，坚持走村
入户，带领第一督查组全体组员先
后深入临高10个镇、46个贫困村，
海口市4个区、22个镇、22个贫困
村以及其它偏远乡村，对脱贫工作
开展了全面细致督查指导，促进了
两市县脱贫工作的全面进步，实现
临高国定贫困县脱贫摘帽。

他是“政策通”，促进脱贫工作全面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