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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济宁市书法家协会、济宁市泗河文
化博物馆、济宁市孝和文化博物馆、济宁市泗河印
社组织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追寻红色印迹·传承抗战
精神”文艺实践主题活动，以书法艺术创作形式，
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爱国精神。

济宁市直、太白湖区、兖州区、邹城市、汶上
县、嘉祥县六县市区艺术家及党员代表走进济宁
市孝和文化博物馆、泗河文化博物馆红色文化广

场，追寻红色印迹·传承抗战精神，艺术家们观
摩、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孝和文化，感受
孝和中国文化氛围。在泗河文化博物馆红色革
命纪念广场，党员代表重温入党誓词，共同缅怀
革命先烈。

艺术家们挥毫泼墨，创作红色书画作品104
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通过红色文化
实践，使艺术家们增强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勇担时代责任。

近日，记者获悉，我市原创廉洁小戏剧山东
梆子《闯关赴任》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机关
党委主办的“新时代廉洁文化优秀作品展演展示
活动”。

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市山东梆子剧院创排
的原创山东梆子剧目《闯关赴任》是一部廉洁主
题作品，取材于刘温叟厚谢拒礼的故事。该剧在
充分参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象与创
作，将古代流传至今的历史人物故事进行大胆的

艺术构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
念、道德规范，着力强化戏曲的传奇性、文学性和
文化转化价值，以古鉴今、借古喻今，讲好廉洁故
事，塑造廉洁形象，助推廉洁文化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此剧融合了戏剧、音乐、舞
蹈、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更加丰富和多样
化的艺术体验，观众在特定的环境中真实地体验
故事发展，更加身临其境，全身心地沉浸在演出
的世界中。

讲好廉洁故事 引领时代风气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追寻红色印迹 传承抗战精神
通讯员 张玉猛 秦明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在夏日的
热浪中，今天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一个
节气——小暑。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六月节
……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
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虽未达酷
暑巅峰，却意味着天气开始炎热。这时江淮
流域梅雨即将结束，气温升高，进入伏旱期；
而华北、东北地区进入多雨季节。蒸腾的热
气催促着人们寻觅清凉之道，避暑消暑的智
慧由此而生。

古人解暑的方式多样，诗词中有诸多记
载。“雪藕冰桃情自适，无烦珍重碧筒尝”，描
绘了古人享用冰镇果蔬的惬意；“夏时饶温
和，避暑就清凉”，则道出了寻觅清凉之地的
悠然。这些智慧历经岁月沉淀，至今仍影响
着人们的夏日生活，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催
生出独具地域特色的解暑传统。

清晨的上海市练塘镇水田里，茭农们弯
腰在密密的绿叶丛中摸索，镰刀轻挥，“咔
嚓”一声，饱满的茭白便落入身后的竹筐。
茭白被称为“水中人参”，是当地消暑的天然
珍品。“茭白清热解毒，可以清炒可以油焖，
生吃更香甜，做法可多哩！”茭农钱老伯说。
以当季水生时蔬入馔，是水乡人家应对暑湿
的饮食智慧。

千里之外的宁夏南部，八方游客在六盘
山寻得一方清凉。得益于高海拔与丰茂的
植被，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 18℃，成为天然
的避暑胜地。山脚下冶家村的特色民宿，游
人如织。“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河南、陕西、四
川等地的游客纷纷来到这里避暑。”巧媳妇
庄园负责人冶三成介绍。漫步山间小道，微
风拂面，送来沁人心脾的凉意，将炎炎酷暑
隔绝于青山之外。

在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吐鲁番，烈日
炙烤大地。巷口的杏皮茶摊上，琥珀色的茶
汤在铜锅中流转，这道特色饮品由杏干、葡
萄干、红枣等干果精心熬制，再加入冰块，瞬
间化作一杯酸甜沁凉、生津止渴的解暑佳
品。“杏皮茶，凉快的杏皮茶！”叫卖声里，游
客们排起长队，只为这一口化解“火洲”干燥
酷热的滋味。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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