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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的校园生活中
我收获了很多知识，也养成了
文明有礼、诚实守信、勤俭节
约等好习惯，爸爸妈妈都说我
懂事了，长大了。

——学生 卢怡璇

养成教育是德育工作的
起点，又是提高学生素质的着
眼点，作为教师要成为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养成的示范者、引
领者、督导者，尽心尽责,切实
履行起管理和教育学生的责
任。

——学校教师 张蕾

鱼洞二小作为一所名牌
老校，不仅以其优异的教育质
量获得了我们老百姓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良好
的行为修养和品德习惯，为孩
子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家长 陈刚

教育
声音

德育荣誉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习惯。”

养成教育是中小学教育永恒的主题。鱼洞二小已经走过70余年时光，岁月流转中，“德”这一

概念贯穿了学校育人理念的始终，在“做自己 更精彩”的办学理念以及“有我”的教育思想滋养

下，学校始终名列重庆市小学教育前列。

近年来，随着巴南区大力推进“巴南区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养成教育行动计划”，鱼洞二小做

实、做细、做深养成教育，为孩子播种美好品德，激活孩子美好心灵，绽放出美丽的教育风景。

播种美好品德
芬芳孩子未来

“道德之花，向日葵，寓意大家
阳光生长，积极向上。文明之花，太
阳花，希望大家像太阳花一样活泼
向上、乐观大方……”

3月的春季开学典礼上，校长刘
玉霞给同学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
开学礼物，8颗寓意好习惯的种子，
希望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道德、文明、
学习、健体、审美、劳动、生活以及安
全习惯。

孩子们格外兴奋，有人把它种
在教室里，有人把它种在家里，在大
家的精心呵护下，这些种子破土而
出，美好的寓意也在一点一滴中渗
透进每个孩子的心灵。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睡着一个
美好的自我，教育就是要唤醒向上
的自我，唤醒美好的人性。”校长刘
玉霞说。

养成教育是德育工作的灵魂和
核心，鱼洞二小强化常规管理，将养
成教育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从细
处着手，规范、科学、有步骤地推进
养成教育。

学校借鉴推行《弟子规》课程的
方法，推进实施“八大习惯”涉及8个
部分的习惯培养，将8大习惯分别安
排在一年的8个月中，构建起“大中
小德育课程体系”。自编儿歌、养成
教育管理细则等措施，让朗朗上口
的词句和知行合一的动作，把养成

教育的内容和要求具体化、显性化。
教育无小事，处处见真章。学

校针对不同习惯训练，梳理出相应
的口令，比如下课离位四部曲：1桌
对齐、2收书籍、3捡垃圾、4推推
椅。即使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也在
课后把桌面上的所有书及其他文具
统一放在桌子的右上角或全部收到
课桌里面去，捡拾自己桌子周围的
所有垃圾，把椅子推到桌子下面。
随时走进教室，一派整齐明亮的样
子。

教育不是戏剧，少有跌宕起伏
的剧情，但是从不缺值得玩味的细
节，鱼洞二小就在这些平淡的细节
中，为学生奠基未来。

激活美好心灵
“有我”教育让生命更精彩

要问什么样的礼物在鱼洞二小
校园最受欢迎，不是风靡的奥特曼、
叶罗丽卡片，而是学校设计的“二小
能量卡”。

“我不仅要提高自己的劳动能
力，还要增强服务他人、助人为乐的
意识，那样就有机会获得‘勤劳有
我’二小能量卡啦。”一位学生信心
满满的说。

变“要我”为“我要”，鱼洞二小
的教育智慧通过一张小卡片体现的
淋漓尽致。去年底，鱼洞二小在“五
星评价”的基础上，创新设计了“二
小能量加油站”，通过红、黄、蓝、绿、

橙五种能量卡代表“德智体美劳”五
个方面的评价，获得“汇彩班级”奖
牌，奖牌可以兑换能量卡，凭能量卡
可以在大队部换取各种学校文创礼
品，孩子们的积极性大涨。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真正的
教育是自我教育。”这恰和鱼洞二小

“做自己 更精彩”的办学理念，以
及“有我”办学思想表达了同样的道
理，即教育就是要激活每个个体的
主体性，让他们在体会中感悟、收
获、成长。

学校坚持“每个孩子都应被尊
重和关爱，每个孩子都应被唤醒和
激活，每个孩子都应成为一切教育
活动的主人”，不仅通过评价方式激
励学生，同时还通过课题研究、多彩
活动让孩子得到成长。

去年，学校成功申报了两个养
成教育区级课题《小学生“雅正”行
为养成的实践研究》《一年级常规习
惯养成的研究》，以课题的形式深化
养成教育，探索更多可供推广的教
育经验。

为了让孩子们在活动中生动活
泼的主动成长，学校围绕“年度有主
线，月月有主题，天天是活动，处处
受教育”的原则，设计了“四礼”活动
（入学礼、入队礼、成长礼、感恩礼）、
迎新年庆元旦、健康体育节、缤纷艺
术节、主题升旗仪式、家长微课堂等
约20余个德育活动，努力通过各项
活动将学校养成教育内容内化为学
生的自觉行动，逐渐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绽放美丽的风景
共筑文明幸福城市

“奶奶，现在是红灯，您不能过
去。”在十字路口，一位正准备闯红
灯过马路的老奶奶被鱼洞二小的学
生马丽华一把拉住。

在巴南，经常能看到鱼洞二小
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组成了文明行
为劝导队在学校附近开展文明劝
导。被评为新时代重庆好少年的邓
子非同学担当巴南图书馆公益小推
介人，录制相关视频推广介绍巴南
图书馆公共服务事项，文艺霖同学
积极参加战疫、扶贫等公益活动，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鱼洞二小学生的文明行为得到
了社会的高度赞美，为巴南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添光彩。对此，师生们
都觉得很自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文明巴南出一份力，使文明和爱
心的种子在人们心中得到真正的延
续和扩展，这是所有鱼洞二小人的
心愿。

新学期，鱼洞二小在校内开展
“创文一起来 有我更精彩”创文争
章活动，为期一个月，让师生一起践
行文明、示范文明，为文明巴南而努
力。

教好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影响整个社会。鱼洞二小以执着的
教育理想和心平气和的教育态度，

用教育的力量去成就孩子，服务社
会。

何霜 胡忠英
图片由鱼洞二小提供

——鱼洞二小强化学生养成教育服务文明城市创建

文明“有我”城市更美
鱼洞二小学生“八大习惯养成”主题教育活动现场

2016年
获重庆市中小学生艺术活动月
“学校优秀组织奖”

2017年
荣获“重庆书香校园”称号

2017年
被评为重庆市巴南区“文明校
园”“家校共育示范点”

2018年
被评为重庆市“智慧校园建设
示范学校”

2018年
校园专题片《有一种力量叫二
小》获全国一等奖

2019年
被评为巴南区“卫生示范学校”

2020年
被评为巴南区“健康学校”“无
废学校”

2020年
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少先队集
体”。

9月，正值红高粱成熟的季节。走
进位于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的江小白
高粱产业园，随处可见火红的高粱地、
轰隆作响的收割机、穿梭忙碌的农户
们。测产数据显示，今年该产业园亩
产达到830斤，创造了重庆高粱亩产
新纪录。

高粱大丰收的背后，是江小白全
产业链战略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结出
的硕果——通过白酒产业上游的原材
料基地，带动当地农户纷纷实现增收
致富。

一位农户的幸福账本

今年61岁的黄庄村7社村民王真
华就是受益者之一。

过去数十年时间里，王真华和黄
庄村大多数村民一样，主要靠种植玉
米、水稻、油菜等作物为生，每天起早
贪黑，一年下来最多收入几千元，有时
甚至还要倒贴本。

种庄稼挣不了钱，年轻力壮的村
民纷纷外出打工。剩下上了年纪、没
啥手艺的农民留在黄庄村，守着这片
土地。他们大多干不动农活，只能种
些蔬菜自己吃。就这样，村里很多土
地都荒废了，长起了齐人高的杂草。

看着荒废的土地，王真华本以为
这辈子都不能靠土地挣钱了。

没想到，幸福却悄悄来到他身
边。6年前，江小白筹备许久的农业项
目在黄庄村启动，公司从农民们手中
流转土地，种植高粱为酒庄提供酿酒
原料，并吸纳当地村民在高粱产业园
就业。

王真华把家里的4.5亩地流转了
出去，同时又在江小白农庄当起了“管
家”。“这份工作比我以前种庄稼时轻
松许多。”他说，平时他的工作主要是
观察高粱生长情况，干点杂活儿。耕
种、收割的时候忙一些，但也都是机械
化、规模化作业，不仅效率高，还不累。

更主要的是，他的收入也比过去
高很多。王真华算了一笔账：如今，他
家土地流转收入每年有4000余元。
他自己在高粱产业园上班，月收入有
3000元左右。这样一年下来收入超

过4万元。
“这种轻松省心、时间自由、收入

稳定的好事，以前做梦都没想到。”晒
出这份收入账单，王真华感觉现在的
生活很幸福，“你看，我家里有空调、冰
箱等家电，啥都不缺了。”

机械化耕种带来高效农业

王真华能够拥有这份好工作，江
小白高粱产业园的机械化耕种功不可
没。

江小白高粱产业园正式规划于
2015年，历时6年的发展，如今产业园
的面积逾1万亩，已播种6000亩。

与过去传统的人工种植模式不
同，这片高粱产业园采用现代化农业
运作模式。

“第一年开始建设这个产业园的
时候，很多村民都觉得种植高粱太累，

不想来这里打工。”王真华说，但当看
见一台又一台机器驶入田间时，大家
对高粱产业园的未来也有了期待。

江小白高粱产业园负责人周俊峰
介绍，高粱产业园建成后，首先面临的
便是机械化的问题。为此，江小白做
了大量基础工作。

“譬如，重庆是典型的丘陵山地，
土地坡度大且零散，为了更好地适应
机械化耕种，我们要求高粱种植用地
坡度不能超过15度。”周俊峰说，“按
此要求，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将不平
的、坑洼的地形改造成了适合高粱种
植的耕地。”

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调研摸索，
江小白将市农委、重庆文理学院、江记
农业公司等单位联合改良的播种拖拉
机投入高粱产业园使用。

这种拖拉机能够同时完成高粱播
种、施肥等流程，播种50亩土地的高

粱仅需一天时间。这也是重庆首次实
现高粱机械化直播，突破了丘陵地区
高粱种植的一大瓶颈。

实现高粱机械化直播与收割后，
高粱产业园的机械化耕种率已达到
85%左右。国家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丁国祥曾表示，江小白高粱
产业园种植规模和整体种植水平，可
以在西南地区位列前三。

在农业机械化的带动下，农户们
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以前，人工
移栽、收割高粱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
成的目标，现在几台机器仅需一天的
时间就能完成。

“现在我们自己也能驾驶机器，
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王真华感

慨地说。
与此同时，农户们的收入也普遍

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自产业园投入
建设以来，黄庄村大部分的本地农户
都像王真华一样，将土地流转给了江
小白，并在高粱产业园打工。土地流
转收入加上在高粱园的打工收入，农
户们的综合收益普遍超过3.5万元/
年。

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给王真华等黄庄村村民带来幸福
生活的江小白高粱产业园，仅仅是江
小白通过构建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

早在2017年7月，江小白就对外
宣布了全产业链战略，并与江津区政
府、江津白沙园区、江津区农委签署了

“江小白酒业集中产业园”项目投资协
议以及“江小白高粱产业园”项目合作
协议。如今，江小白已在当地形成集
高粱种植、生态酿造、技术研发、产品
分销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譬如，在上游环节，江小白以高粱
种植为主导，细分出高粱产业、循环农
业、农旅产业三大块。

其中高粱产业主要包括高粱品种
研发、核心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和高粱
种植辐射区扩展。近年来，江小白与
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展开江
小白酿酒专用高粱品种的联合研发及
繁育推广。同时，还联合江津区农委
在产业园内开展了近100项种子选育
田间试验，这些试验数据除了用于改
善产业园内的作物种植情况，还将用
于重庆市粮食产业技术体系的建立。

田间试验后，江小白会将收获的
高粱抽样送至西南大学和酒厂实验
室，对各项理化指标进行测验；然后在
江记酒庄酿酒车间内还得对高粱进行
对比测试，最终确定适合规模化种植
的高粱品种。

产业园工作人员刘秀介绍：“今
年产业园内规模化种植的高粱，就是
经过千百次试验后选出来的最优品
种，它能对抗倒伏和病害，株型矮，适
合机械收割，品质与以往相比也有大

幅提升。”
每年产业园的高粱收割烘干后，

被直接运往酒厂的生产车间，由酿酒
师酿制成酒。而在高粱收获后，土地
也会得到充分利用——江小白会播种
下与高粱错季生长的油菜花，发展乡
村休闲旅游。

“江小白要想打造出高品质的白
酒品牌，就必须链接上下游产业，走全
产业链的发展道路。”该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构建全产业链，江小白形成
了单纯高粱酒、果味高粱酒和果酒三
大产品系列，并成功打开了全球近30
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得益于此，近年来，在全世界顶级
酒类赛事中，江小白的酒产品累计获
得130余项大奖。就在前不久公布的
2021美国旧金山世界烈酒大赛评选
结果中，江小白旗下的“三五挚友”产
品又荣获了大赛最高品质大奖“双金
奖”，再次香飘世界。

在依托全产业链实现自身快速发
展的同时，江小白也从产业振兴和促
进当地居民就业两方面，为江津区乡
村振兴提供了助力。

产业振兴方面，江津区计划充分利
用清香型高粱酒发源地和标准制定优
势，以助推“振兴渝酒”为目标，以江小
白酒业为龙头，积极促进白酒产业工、
农、文、旅协调融合发展，形成以白沙镇
为中心的“重庆酒城”产业生态圈，打造
西南清香型高粱酒优势产区和最大的
产业示范基地。

在促进当地居民就业方面，江小
白的全产业链实现了三产深度融合，
需要在江津招收大量员工，解决了不
少人的就业问题。来自江小白的统
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该公司已累计
为求职者提供了 2000 多个工作岗
位，其中公司本地员工比例达到70%
以上，薪资比当地平均收入高出近
30%。

可以说，一个三产融合发展的生
动案例已完全在江津的田野里绘制
出来。

王觉易
图片由重庆江小白酒业有限公司提供

助力乡村振兴 江小白万亩高粱园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在江小白高粱产业园就业的村民

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同时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