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甸柳社区里的居民大朋友和小
朋友们，拿起您手中的笔，端起您的
相机，快来参加咱们社区的才艺大
赛吧！

甸柳社区文化底蕴深厚，很多
居民都是“身怀绝技”的多面手，能
写会画，喜欢借此抒发对于生活的
感慨。《甸柳社区报》即日起推出才
艺秀大赛，社区的达人们快来展示
吧，您可以把生活中接触的新鲜事、
感人事记下来，或者画画咱们社区
某处场景，再或者端起相机来拍拍
身边的人或事。

文字、书法、绘画、摄影、面
塑……只要您敢秀，我们就敢登报，
我们还将从中评选出各项才艺的达
人，神秘大奖等着你哦。

如果你想参加咱们社区的才艺
达人秀比赛，现在就可以参加啦！

报名方式：1、拨打96706126报
名，留下姓名、年龄、职业、特长、社
区、电话等个人资料。

2、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报名，
留下相关资料。

社区报达人秀

开始啦

□甸南社区 齐衍沛

今年，我和老伴退休已经16年了，一年四季的衣服几乎都是两个儿媳争
着选购的。我们和两个儿媳的关系十分融洽，我们把她们当闺女对待，有求
必应。反过来，她们也都很孝顺。

俗话说，要疼儿子先疼媳妇，要疼女儿先疼女婿。我们老两口就是这样
做的。对儿媳好，对儿子要求严格有加，从不含糊。大儿媳工作比较繁忙，每
天下午工作到七八点才能到家。大儿子工作虽然相对自由，但有时一出差就
是好几天不归家。我们老俩口身体都还硬朗，就主动把孙子接到这里来照
顾。孙子渐渐地长大，学习任务也越来越重，我们也不包办，但仍然放心不
下，只要儿子照顾不过来，我们都让孙子来吃饭做作业。有时孙子上晚自习，
大儿子也想借机打球锻炼身体，我们就包饺子、蒸包子让儿子带回家吃。看
到大儿子有时打球来了兴致,打的时间长了，我们就及时督促其抓紧时间回
家做饭管孩子。

每当儿子与儿媳发生矛盾时，我们首先都是批评自己儿子，让儿子给媳
妇道歉。有时知道儿媳在家里受委屈了，我和老伴就出钱请他们一家子吃
饭，一起帮助做工作，向儿媳赔不是，一起批评儿子，指出儿子的错误。儿媳
们非常通情达理，一看公公婆婆出面主持公道，也就不好意思，主动握手言
和。

这不，冬季到了，前几天，大儿媳妇带着婆婆去银座商城燕山店，老伴看
中了一件外套，售货员说：“3000元，现搞活动，打八折是2400元”。老伴说：“不
合适，价格太贵，还是买件便宜点的吧！”儿媳说：“妈，不要考虑钱的问题，只
要你穿着可身，相中了，咱就买。” 最后，老伴坚持自己的意见，花了640元，
买了一件既可身，款式又新颖的外套。

老伴经常和好友在一起拉家常，有好友说：“老姐姐，你的条件各方面都
不错，就是缺少一个贴身的小棉袄！”“不对！咱有两个好儿媳，比一个贴身
的小棉袄还强一倍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文苑】

孝孝顺顺儿儿媳媳，，也也是是贴贴心心小小棉棉袄袄

金盏草 吉祥苑社区 戎启平摄影作品

2013年12月18日，甸柳一居筹
备已久的“翰墨轩”老年人书法班正
式开课。来自社区的20余名老年人
在书法班老师邵格龙的带领下，开
始了他们学习书法的新生活。

“翰墨轩”书法班是为了更好地
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丰富社区老
年人的退休生活，而由山泉社工组
织筹备的，由有30多年书法功底的
社区党员邵格龙担任教师，志愿为
社区居民服务。书法班自成立以来，
受到大家的喜爱和热烈欢迎。

邵老师根据每位学员的基础，
因人施教，推荐教材，布置作业，对
学员的作品进行细致点评，在充分
肯定他们作品的同时，鼓励他们继
续努力，争取能有更深的造诣，受到
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到目前，每位学
员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纷纷表示

“老师真的很棒”“对以后的学习很
有信心”“喜欢大家在一起上书法
课”。

书法班的成立，不仅为老年人
提供了一个学习传统书法、提升文
化素养的平台，也使他们有了更多
互动交流的机会，为社区老年人丰
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增添了重要的一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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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名名老老人人挥挥笔笔“翰墨轩”

写春联送祝福。

邵老师书法作品展示。

上课掠影，指点作品。 邵老师作品展示。

文/片 本报记者 崔岩 通讯员 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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