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自主打造“水利工程”

11月25日下午，市第八幼儿园盛世御
景园区的游戏场上，一群四五岁的孩子正专
注地打造着一个“大工程”——他们有的在
连接水管和水龙头，有的在一节节安装玻璃
管道，还有的在尝试将部分管道架高。他们
的目的是，将水引向游戏场边的水池里，供
小朋友们玩耍。

“这里漏水，需要塞东西！”“这里是不是
太高了，水流不过来？”“先不要打开水龙
头！”……引水的过程中，孩子们不断遇到难
题，但老师们只是走过来看了看，并没有给予
指导。在经过一系列的尝试后，软管、玻璃
管、细管3种管子终于连接成功，并形成了一

定的坡度，引水成功！孩子们欢呼起来！
这是该园中（3）班小朋友的自主游戏时

间。也就是说，这样的游戏玩法是小朋友们
自己想出来的。

中（3）班班主任陈星介绍，大约一个月
前，她们向孩子们宣布，可以去玩水，可以自
主决定怎么玩。一开始，孩子们看着干干的
水池，并不知道怎么玩。后来，有孩子找来
一个水瓢，开始从不远处的水龙头接水，然
后倒进水池。其他孩子看到，纷纷找来各种
各样的容器，如盆、爆米花桶、袋子等，接水倒
进水池。

孩子们用这种方法接了很多天的水。他

们慢慢发现，这样接水不仅慢，而且跑来跑去
太累了。“要是能让水直接流进水池就好了！”
有孩子提出。另外一些孩子听到，很快在幼
儿园的材料室找来一些两边翘起的U型板，
然后一段段拼接在一起，一头连着水龙头，一
头接着水池。可是U型板无论拼得多近，水
龙头一打开，流水就会从缝隙中漏走。

“孩子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也失败了很多
次，但这个‘工程’一直在继续。”陈星说，后
来，孩子们发现了管道可以让水不漏出去，并
且在玩水的第四周，陆续找到了3种管子，经
过一系列的尝试，得以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成
功打造“水利工程”，顺利引水。

在市第八幼儿园，像“水利工程”这样的
自主游戏还有很多。

你可以看到：有的孩子将防护垫一个个
立起来，搭成曲折迂回的“迷宫”；有的孩子将
玻璃管套在绳索上，玩起“索道速降”；有的孩
子将木板搭在有弹力的绳子上，制成“太空漫
步机”；有的孩子运用绳网组合，做成“弹力发
射器”；有的孩子将喝剩的牛奶盒叠加，和防护

垫一起搭成“秘密基地”；还有的孩子将一块块
木板拼接，制成骑车游戏里的“路障”……

“过去，老师们组织完游戏活动后，孩子
们总会问老师‘我们现在可以自己玩了吗？’”
市第八幼儿园副园长傅巧云说，现在，孩子们
游戏后，总是显得很满足——推行自主游戏，
就是为了把“真游戏”还给孩子，让孩子们自
主探索，玩自己想玩的游戏，让他们得到真正

的快乐。
许多小朋友发明的游戏玩法，让家长们

也很吃惊。“平日里担心孩子玩水会弄湿衣
服，从高处跳下会有危险，没想到他能玩得这
么有趣、开心。”一位家长看完孩子们的自主
游戏活动后，感慨地表示，将来在陪玩过程
中，会更加尊重孩子的天性，相信孩子的能
力，多多“放手”，少一些过度保护和干涉。

自主游戏把“真游戏”还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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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咕咕……”清晨，在宣州区杨柳镇新龙村
的山坡上，随着主人熊爱民的一声召唤，上百只
健壮的小母鸡从树林里、草丛间跑出来。

“这里的鸡，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就吃地里长
出的‘虫草药’，山地、森林是它们的运动场。”新
龙山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爱民提到自
家养殖的土鸡，很是自豪。

她的话可不假，因为营养丰富、口感好，合作
社每年养殖的17万只土鸡和700多万个鸡蛋销
路不愁。在熊爱民的带领下，新龙村百位村民抱
团发展生态土鸡养殖，每年户均增收3万元。

熊爱民个人被先后评为市十大青年创业之
星、市三八红旗手等称号，合作社也荣获省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全市“四带一自”优秀主体等荣誉。

■ 回乡创业养土鸡

今年47岁的熊爱民和印象里的养殖户不太
一样：时尚大方，甜甜的笑容总是挂在脸上。

“我以前在广州上班，也曾是‘都市丽人’。”
熊爱民如竹筒倒豆子般回忆起创业经历。

原来，2010年前，她一直在广州一家电子工
厂工作。在广州熊爱民总觉得吃的鸡“不对味”，
工作生活里，她也听到不少身边人感叹，鸡越来
越没“鸡味”。

听得多了，她也陷入了沉思。“明明每次回老
家，最爱的就是那锅香浓的鸡汤，配上多汁的鸡
肉更是秒变‘干饭人’，怎么广州的鸡吃起来就食
之无味呢？”反复思考下，熊爱民推断：一定是鸡
的品质出了问题。

老家生态环境好，如果能把老家正宗的“跑
山土鸡”卖到广州等其他地方，那肯定不愁销路。

于是，2010年底，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和
丈夫一起辞去稳定的工作，带着20万元积蓄，回
来从事生态养殖。

“2011年，起初我们只流转了50亩土地，养
了2000只鸡。”熊爱民说，好的鸡苗是第一步。
她选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宣州鸡，“宣州鸡抗病

能力强、肉质紧致鲜美。”为了盖好鸡舍，山路不
通车辆，她就和丈夫把砖石原料扛上山，一块一
块人工垒砌。

以为万事俱备，养鸡会一帆风顺。没想到
2011年，1600只小鸡的死亡给他们当头一棒。

“我只能一边参加农业部门举办的培训班，
一边自学上网查资料。”熊爱民说，在“恶补”养殖
知识下，她才明白原来是鸡舍温湿的问题，导致
了小鸡的“夭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熊爱民的细心培育下，
她的养殖之路很快步入了正轨。为保证质量，她
还引入消毒、无害化处理设施，为鸡的生长创造
适宜的温度、卫生等条件，建立全面的生产记录
档案，设立“天龙湖”土鸡品牌，确保成品鸡品质。

■“抱团发展”接大单

“滋味浓厚”“一锅入魂”是近年来不少顾客
对熊爱民养的鸡的一致评价。

有位上海客商尝过“天龙湖”土鸡后，立刻发
出“2万只鸡，600箱鸡蛋”的订单需求。不过因
为产量远远跟不上需求，熊爱民只能拒单。

“好酒不怕巷子深，当时宣城周边地区的大
酒店和江浙沪商超都主动来我这里订购鸡和鸡
蛋。”熊爱民说，来来往往的运货车，也让当地的
村民看着“眼馋”。

“如果能让乡亲们一起加入生态养殖，那以
后我们就不会再错失‘大单’，大伙都能靠养鸡共
同致富。”她的这一想法和村民们不谋而合。

2015年开始，熊爱民牵头成立“宣城市新龙
山禽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周边105位农户纷纷响
应，要求抱团发展。于是合作社按照“农场+农
户+合作社”模式发展，采用统一的养殖标准，共同
壮大“天龙湖”品牌。熊爱民也把自己多年学习
研究掌握的家禽养殖方法和技术，无偿提供给农
户，帮助农户解决家禽养殖中遇到的技术瓶颈。

“以前我们根本不懂生态养殖，总以为吃饲
料、长得快的‘速生鸡’好，可‘速生鸡’根本卖不

动。”脱贫户刘成刚感激地说，在熊爱民的指导
下，养出的鸡味美多汁，卖得好，他本人每年增加
收入近万元。

“别的地方鸡养3个月就拿出去卖了，熊爱民
要求我们必须达到5个月以上。”刘成刚谈起养鸡
头头是道，虽然玉米、谷物的成本增加，但是这样
养出的鸡肉质更加紧实，市场价格高，利润回报
也更高。

■ 当上“主播”忙带货

“目前，线上销售300万元，线下销售突破
600万元！”合作社成员们看到今年的销售账单喜
笑颜开。

如今合作社养殖面积已经达到700多亩，养
殖17万只土鸡。“面对暴增的产量，最近两年我
在思考让主要销售地区从江浙沪拓展到全国。”
善于创新的熊爱民，如今又有了新身份——“网
络主播”。

当网络主播、做直播带货，是近年来比较时髦
的购物方式。熊爱民建立了个人抖音账号，定期
直播村里的美丽环境和土鸡们生长生活的空间，
并且亲自烹饪品尝土鸡和鸡蛋。看到瓜果飘香、
鸡鸣嘹亮、蜂蜜嗡嗡飞舞着采蜜的农家场景，全国
各地的网友都纷纷下单，希望品尝原生态美味。

一些甘肃、北京的网友还“私信”联系熊爱民
询问具体地址信息，希望“打飞的”到杨柳镇，抓
鸡、吃鸡，进行乡村游。

网友的这番话，对熊爱民来说，又是一个创
新的金点子。

于是，她又把发展眼光瞄准了乡村旅游，建
立了“天龙湖山庄”农家乐，种植了10亩莲藕、20亩
白茶、190亩毛竹等。

“以后来我们村，就不单单是买鸡和鸡蛋，是
更为丰富有趣的体验游！”熊爱民信心满满地讲
述未来规划。接下来，来这里的顾客，可以进入
山林捡鸡蛋、徒手比赛抓土鸡、竞技割稻、水田摸
鱼采莲藕、采白茶、制白茶，体验乡野趣味……

本报讯 民法典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
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
全书”“人民权利宣言书”，它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民法典与宣城普法组合
在一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火
花呢？结合2021年“宪法宣传
周”，日前我市首支民法典MV
《普法赤子心》正式上线。

据了解，这支MV由市司
法局、法宣办组织普法志愿者改
编创作。其中的歌曲旋律取自
GALA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由司法行政干警演唱，由高校普
法志愿者演绎，通过熟悉的旋
律、通俗易懂的歌词，围绕民法
典中关切民生的热点问题，生

动介绍了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
“宣言书”，并展现出全市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的生动场景。

“在MV中，我们可以看到
宛陵湖法治文化馆、宛陵湖法
治文化公园，看到宁国市的民法
典大道和绩溪县民法典公园，这
些都是‘七五’期间的普法阵地，
也是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我
们希望通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形式，以文化人，以法育人。”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支
MV今年9月份开始创作，三易
其稿，近日才最终对外发布。“我
们希望在歌曲中传递法治文化，
弘扬法治精神、引导大家学法、
用法、尊法、守法。”

据了解，MV《普法赤子心》
将通过市电视台、广播电台、宛陵
普法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正式发布，并通过市区的车载广
告、各地的重点普法阵地等广泛
宣传推广。（本报记者 余健）

本报讯 近日，全国市辖
区旅游研究课题组、北京华夏
佰强旅游咨询中心在京联合发
布第二届全国市辖区旅游研
究成果《全国市辖区旅游研
究报告 2021》暨“2021 年全
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区”榜单。我市宣州区再次入
围2021年全国旅游综合实力
百强区，排名由2020年的98位
前进至97位。

宣州区旅游资源得天独
厚，境内景观主要有敬亭山国
家森林公园、扬子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谢朓楼遗址、广教寺
双塔、陈山遗址、梅文鼎墓、龙
泉洞、白云洞等众多景区。

近年来，该区加快推进文
旅产业融合，积极打造文化旅
游品牌。成功入选全国市辖区
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中国最
美乡村百佳县市、安徽省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水东
镇创成安徽省首批旅游特色名
镇和省级特色小镇；溪口镇获
得“省级避暑旅游目的地”“优
秀旅游乡镇”“美丽茶乡”等称
号；水东镇前进村入选“中国美
丽乡村”“省级特色旅游名村”
和“安徽省百家乡村旅游（扶
贫）示范村”。该区创成国家级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1个、中国传
统村落2个、三星级以上旅游饭
店4家、省级休闲旅游示范点5处、
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4处、省级森林旅游人家11个、
省级避暑旅游目的地3个、市级
及以上研学旅行基地6个、市级
文旅夜间消费品牌4个，建成文
苑山庄、听三田舍、一间草堂等
星级农家乐及特色民宿25家，
开发宣笔、宣扇、宣石等特色旅
游商品45种。
（陈娟 本报记者 徐静雅）

宣州区再次入围
全国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区

绩溪讯 为把“爱祖国、爱
家乡”的德育教育落到实处，绩
溪县桂枝小学在扎实推进“双
减”工作中，积极探索以游学实
践为主要内容的“第三课堂”，
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绩溪古
城，在活动中陶冶情操、增长见
识。11月19日-12月2日，桂枝
小学五年级近400人开展了“走
进绩溪古城”游学实践活动。

为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学
校教导处、德育处先行实地考
察，精心选择参观地点，确定远
足活动路线，做好安全预案。
各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由
正、副班主任带队，并征集了家

长志愿者协助管理。出发前对
学生做了安全、卫生、文明等方
面的教育，鼓励学生在活动中
主动沟通交流。

活动中，学生们来到家风
家训文化游园、中国徽菜博物
馆、绩溪丝厂陈列馆、中正坊文
化街区、绩溪县博物馆等处。
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孩子们
了解了绩溪发展历史以及祖
辈们的生活奋斗历程，从家乡
的发展变化感受到祖国的飞
速发展和繁荣富强，近距离感
受了传统历史文化魅力，激发
了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乡
的真挚情感。（周国红 文/图）

桂枝小学开展
“走进家乡”游学实践活动

幼儿园里，孩子自主打造出“水利工程”

我市发布首支民法典MV

“养鸡达人”熊爱民
◇本报记者 刘畅

一群四五岁的孩子，在玩
水时，为了不用跑来跑去运
水，竟不知不觉打造出了一个

“水利工程”。这可不是什么
绘本故事，它就真实地发生在
市第八幼儿园盛世御景园区
的游戏场上。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市第八幼儿园盛世御景园区市第八幼儿园盛世御景园区，，孩子们自主打造出孩子们自主打造出““水利工程水利工程”。”。

桂枝小学学生在绩溪县家风家训文化游园进行游学实践活动桂枝小学学生在绩溪县家风家训文化游园进行游学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