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员 陈
莲）8月25日，记者从区图书馆获悉，“荣昌有书香”最美
阅读瞬间摄影大赛活动正式启动。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
30日。

此次比赛旨在展示荣昌全民阅读氛围，构建和谐美好
书香荣昌，分享阅读之美、弘扬阅读之乐。参赛作品需紧
扣主题，表现我区读者阅读时的美好状态，和热爱阅读的
良好精神风貌。拍摄地须在荣昌，具体地点不限。同时，
参赛作品须是本人拍摄的原创作品，不得抄袭和弄虚作

假。作品可适当进行技术处理，但不能改变图像原貌，不
能影响作品的真实性，不得进行PS拼接合成。

参赛者须关注并@重庆市荣昌区图书馆微博账号，附
上照片及文字，即可参与活动。参赛者每人可发送1幅
（组）作品，1组作品不超过9张。作品大小不低于2M，彩
色、黑白均可。

比赛将组织专家评委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统一评审，
届时将分别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及
优秀奖若干。

“荣昌有书香”最美阅读瞬间摄影大赛启动
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30日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金红梅 通讯员 刘荣
刚）近日，区消防救援支队在中华奥城小区开设“消防露天
影院”，进一步提高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当天，该支队陆续播放了《电动车火灾警示录》《请不
要说与我无关之住宅火灾警示录》《救火英雄》等消防题材
电影和火灾警示片。

播放间隙，该支队相关负责人向现场群众发放《家庭
防火知识》《电动车火灾防范知识》《三清三查提示》等宣传

资料，提醒大家注意家庭防火，定期对家中的电气线路进
行检修，不要在楼道或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车充电，共同
关注消防安全。

下一步，该支队还将充分利用消防宣传车功能多样、
灵活机动的优势，持续深入小区、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
展“送消防知识进万家”活动，切实提高辖区群众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灭火自救能力。

消防安全宣传进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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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
红 通讯员 刘斌斌）8 月 25 日至 30
日，央视《消费主张》栏目组聚焦荣昌美
食、夜经济，开展专题拍摄活动，助力荣
昌提升区域美食及食品品牌影响力。

拍摄期间，栏目组主要以荣昌猪系
列、荣昌鹅系列、荣昌猪夜宵系列、中华
名小吃系列、荣昌餐饮品牌系列为轴线，
深入荣昌街头巷尾，探寻荣昌猪回锅肉、
全鹅宴、鸡汤铺盖面、黄凉粉等美食及其
制作工艺流程，并以美食为切入点，展现
荣昌的饮食文化和风土人情。

“央视《消费主张》栏目正陆续推出
中国夜市全攻略，在全国各地寻找当地
美食。荣昌是一座美食之城，我们希望
通过栏目，将荣昌的美食推介给全国观
众。”央视《消费主张》记者孙萌萌介绍，
在荣拍摄制作的专题片，预计将于9月
底播出。

央视《消费主张》栏目“聚焦”荣昌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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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中午，家住双河街道大石堡社
区肖宇的妻子和三姐张罗好饭菜，从城里来

“蹭饭”的大姐也刚好到了。孩子们立马围
了上去，捧着大姨带来的珍珠奶茶，心满意
足地喝上一口，午饭时间才算正式开始：一
家人有的端菜、有的拿碗、有的摆筷子，有说
有笑，热闹得很……这是肖宇家每天的吃饭
场景。

肖宇今年49岁，拥有一个大家庭，由妻
子、儿子、姐姐、姐夫、外甥等9人组成，九个
人经常吃住在一起。所以对肖宇而言，与其
说是三口之家，“九口之家”更为贴切。

“今天二姐没回来。大姐因为治病搬去
了城区，只要不去医院，她都会回来吃饭。”
肖宇说。

肖宇的三姐是“伙食团团长”，每个月大
家都会上交伙食费，从来不在钱上闹矛盾。
肖宇介绍：“没钱了，谁有钱多给点，不计较
这些。”

话虽如此，有时难免也会有小摩擦。同
吃同住近30年时间，肖宇已经成了这一大
家人的“和事佬”，更是“主心骨”，处理这些

问题也有自己的方法。肖宇介绍，“饭桌就
是解决矛盾最好的地方，有矛盾就在吃饭的
时候讲清楚，大家把话说开了，也就没事
了。”

“父母从小教育我们，‘吃得亏，打得堆’
‘家吵败，猪吵卖’。”肖宇对这些话仍然铭记
于心，“这些道理我们一直记着，也都是这么
做的，家和万事兴嘛！”

老一辈人的智慧，在肖宇和家人们的几
十年相处中得到传承，也在孩子们的心里生
了根发了芽：大外甥女在妹妹找工作不顺利
时，带着她到处去找活；一家人东拼西凑借
了200多万元，把大外甥女做生意欠的钱给
还上了；每次吃饭前，儿子肖润犇是会在大
姨坐的饭桌前，放上她的药和一杯水……

除了是大家庭的“主心骨”，肖宇还有另
一个身份——社区书记。工作之余，肖宇一
家也在身体力行，带动街坊邻居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

2016年，社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肖宇
自己带头开始扫马路。没几天，大家也跟着
动起来了，不仅扫自家房前屋后，门前的马

路也义务扫了。
在肖宇一家的带动下，街坊邻居爱护

公共卫生的意识越来越强。前不久，大家
还自发去清理社区 20多年的“垃圾山”。

“这条街的人都出了义务工，9天时间、拉
了50来车垃圾。”现在提起，肖宇还是忍不
住为大家点赞，“现在，各家各户门前都种
上了果树，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来人见了都
夸好。”

大家一条心，邻里关系也更加融洽了。
肖宇的邻居，半年回来住一两次，院坝始终
是一样的干净。肖宇告诉记者：“附近这几
家人，谁看到他院坝脏了，都会搭把手帮忙
扫一下。”

如今，不只是肖宇家，附近有10户家庭
都被评为了“美丽庭院”。

在这个“九口之家”里，一家人都能孝老
爱亲、守望相助、遇到困难不离不弃；和邻里
之间和谐相处、相互帮衬……这些都是这个
大家庭幸福的“秘诀”所在，更是“文明家庭”
的应有之义。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肖宇家庭：

“九口之家”的幸福秘诀

8月20日一早，家住河包镇万寿街的熊
春打来一盆水给婆婆洗漱。随后买菜、做饭、
洗衣、陪伴……每天，熊春的生活都围绕着家
里的老人在“转”。

2006年12月，熊春与丈夫廖焱结婚。那
时，她的婆婆已患病多年，双眼失明，生活不
能完全自理。为了防止老人上厕所时出意
外，她和丈夫特意在婆婆房间旁砌了个小房
间，买来能坐着入厕的凳子，方便婆婆如厕。

2007年，熊春怀孕后，尽管腆着大肚子，
但她也没落下对老人的照顾。孩子出生后，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熊春和丈夫在镇上租了
间店面经营起打印、复印的生意。

熊春坦言，刚开始面对婆婆的喋喋不休
与发脾气，她偷偷哭了好几次，每当这时，她
就对自己说，“婆婆生病了，她身体不舒服才

会说话不好听。”
一次，婆婆不吃东西，精神状况也不好，

熊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定要想想办法，
让婆婆吃点东西。”为此，熊春每天变着花样
熬粥。在熊春的精心照料下，婆婆休养了一
个多月，精神好了起来。

不幸的是，2013年10月，熊春的公公被
确认为脑梗死。

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熊春和丈夫不得
不关掉店铺的生意。她专门为公公买回医用
床，能靠、能坐、便于翻身，又买回了轮椅，方
便老人出去转转。她还专门学习了护理常
识，每天给公公按摩身子、热敷泡脚、做营养
餐……这样的日子年复一年，熊春从未有过
怨言。

丈夫心疼地拉着熊春的手，千言万语不知

从何说起，哽咽着对妻子说道：“我的家庭拖
累你了，这个家也离不开你！我实在不忍心
让你整天这么辛苦啊！”听着丈夫的一席话，
熊春非常感动，对丈夫说：“你放心，我身体
好，再说孝敬二老、照顾二老是我应该做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熊春的言传身
教下，儿子廖嘉曦打小就懂得尊敬长辈、孝顺
父母。在家时，他是熊春的小助手，帮忙照顾
老人、打理家务。他说，从小在父母的熏陶下
让他明白，爱心、孝心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责
任和品质。

十几年来，熊春一家以孝道为荣，将爱心
倾注到照顾老人身上，以言行诠释新时代孝
敬老人的含义。2019年，熊春家庭被全国妇
联推选为全国“最美家庭”。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熊春家庭：

用行动诠释“孝为先”

央视《消费主张》栏目组拍摄回锅肉制作过程

肖宇（中）一大家人吃午饭

熊春（右一）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