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近阶段，卫视同款
《翟大夫前列腺热敷贴》上市后，受
到中老年朋友的欢迎。他不是西
药，不是针剂，只需贴在神阙穴（肚
脐）上，就能辅助治疗尿频、尿急、尿
不尽等困扰，恢复排尿顺畅！

【翟大夫前列腺热敷贴】，科学
配伍，精选多种中药，通过现代科技
提取出精华液，小分子结构排序，置
于透气压敏胶基质上制成贴剂。

【翟大夫前列腺热敷贴】贴于神
阙穴（肚脐）。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

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不尽，下
腹部、腰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
的辅助治疗。

特大喜讯：冬季天气寒冷，您有
没有觉得最近尿频了？晚上也要起
来好几次？现特推出卫视同款来电
领取的活动。【翟大夫前列腺贴】每
贴仅需1块9，每天前20名按套装购
买再免费送10贴。前列腺的“贴身
小卫士”，让您在这个寒冷的冬季，
轻松一贴，健康无忧。

尿频、尿急、尿不尽——翟大夫前列腺贴
来电领取10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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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健康 排便通畅
人老肠道易衰老，营养不好吸收，

大便不通畅，毒素排不出。益生菌能
够调节肠道有益菌的数量，肠道菌群
平衡才健康。益菌多，肠道有活力，大
便排的通畅；菌群平衡，肠道功能恢
复，促进营养吸收。

益生菌粉 激活自身免疫力
常吃益生菌粉，增强免疫力。更多

益生菌在肠道定殖后，可以增强身体抵
抗力，提高身体的防御功能。

3600亿美国进口菌株
搭配益生元

好的益生菌，菌株种类和数量是核
心。联合邦利益生菌，高含量，活性好，
进口美国优质菌株——双歧杆菌源。
每100g含3630亿CFU活菌。针对老人
肠道特点，特别加入比利时优质“菌”粮
益生元——低聚果糖。益生菌加益生

元，多倍增效。
老人购买，小蓝

帽 国 家 认 证 有 保
障，“联合邦利”益
生菌增强抵抗力和
调节肠道菌群双功
能，适合老人服用。

高端益生菌迎新春，感恩特惠
加1元再免费送2盒

美国进口菌株搭配益生元的联合
邦利益生菌市场价 168 元。现在限时
特价仅需 39 元，每天前 30 名订购者加
1 元再免费送 2 盒。给肠道做了大扫
除，菌群平衡，吃饭香，肠道畅，新年大
鱼大肉也不慌。

3600亿进口菌株益生菌 加1元再免费送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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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两朝抗击倭寇的保卫战
中，明朝建立的“卫、所”制，不但有效
打击了海上倭寇的猖狂进犯，也保卫
了国土百姓的安康。青岛浮山所，在
这场打击海上倭寇的斗争中，也立下
了赫赫战功名垂青史。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朝廷
正式设置了浮山所，全称为“浮山备
御千户所”，隶属于鳌山卫统辖节制。

鳌山卫辖下的浮山备御千户所，
下设有楼山寨、仙家寨、金家岭寨、于
家庄寨等 4 个军寨，各设百户长一
人。寨下还在高处设置有烟墩山、楼
山、麦岛、错埠岭等18处敦堡，既有
烽火台，还建有与雄崖所相连的官
道。浮山所作为防倭重镇，与即墨雄
崖所统属鳌山卫节制。浮山所组成
人员分为军户和民户，荣任军户的家
庭，享受一定俸禄补助，战时戍边，平
时军事训练，还可替补从军。每当倭
寇进犯，守备兵士即刻点燃烽火台烽
烟，我浮山所军民闻讯马上集结舟车
军兵，从陆上海上击退侵犯倭寇保卫
社稷江山。

浮山所作为城防要塞，城池历经
数载，于明建文四年（1402年）筑成。
不但成为明代青岛口规模最大、级别
最高的军政首府和坚固的海防军事
防线，也是市区最早的村寨。

浮山所城内有十字大街，在十
字大街交叉口西侧，设有“浮山备御
千户所”官署（大约在现在的徐州
路、闽江路交叉口西侧一带，现已成

为居民楼）。官署衙门是掌印千户
与幕僚属官议事决策、发布命令等最
高决策之处，为地方最高军事行政机
关。城内建有南阁庙，大约位于徐州
路贵都小区一带，庙虽拆除，但当年
大庙旁高高的那棵白果树成为浮山
所的历史见证，现已成为青岛市001
号古树名木。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六年，“倭夷
入侵崂山沿海近海诸卫分兵讨之”。
我军民将入侵骚扰的倭寇打得落花
流水、闻风丧胆，我军卫所战船，将倭
寇“直追至琉球大洋”我军大获全胜。

按照明朝规定，卫所部队每年春
节前夕都必须派兵晋京朝圣，朝圣归
来之际正值正月十五前夕，于是浮山
所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开始连续三天
都要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浮山所庙会
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庙会地点就设在
市南区闽江三路的浮山所1388文化
街。庙会期间要举行上灯祈福仪式，
人们用萝卜或豆面等制作成各种小
动物形状小灯，灯内放豆油灯芯，晚
上点燃后放置各处祈福平安。因为
庙会上售卖最多的食品是油条和油
炸面鱼，也叫“香油果子”，因此浮山
庙会又称为“香油果子”会。如今庙
会期间，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小吃美
食和传统表演都会尽数亮相，市民可
以品尝到各种传统小吃，观看高跷、
旱船、龙灯等非遗民间艺术表演。

（作者系青岛市文物局原局长、
作家、文史专家）

名垂青史浮山所 魏书训

“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要专注一件事情，对我来讲，画青岛，画透青岛，就是一
件很重要的事。”近日，记者采访了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高级工艺美术师、青岛
钢笔画协会会长窦世强，聆听他与绘画间的不解之缘。

“青岛文史探秘”35

水彩画水彩画《《正月里正月里》》

小寒：
银装映冬色梅香

挥别冬至，迎来小寒。
此时节，北国四野苍

茫，千里冰封；南方多地寒
意刺骨。元代文人吴澄编
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中说：“十二月节，月初寒
尚小，故云。月半则大
矣。”意为小寒时节天气寒
冷，但未至最寒，到大寒时
节，寒冷才会达到极致。

小寒时节，民俗活动
也是丰富多彩的。比如，
人们会纳福祈安，吃饺子，
还有“裹霜”习俗，即在凌
晨穿上单衣或薄衣，裹上
一层薄薄的霜，寓意增加
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岁暮知小寒，围炉话
新年。随着春节的临近，人
们也开始写春联、剪窗花，
赶集买年画、彩灯、鞭炮等，
这些民俗活动不仅丰富了
人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尊重。

中国古代文人对梅花
情有独钟，梅花也成为小
寒诗歌中的重要意象。“不
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
扑鼻香。”隆冬数九，万物雪
藏，小寒虽寒，望春则暖，人
生亦然。走过风雪严寒，
就是春暖人间。杨金志

诗 意 节 令诗 意 节 令

家庭熏陶，艺术之情自幼生根

出生于1958年的窦世强
在青岛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
家庭中长大，“我大哥，博学且
多才，尤其对古典中国文学与
西方音乐有深入的研究，我在
小学时跟随他学习小提琴。”尽
管身为幼子，家人原本希望他
走上音乐之路，然而事与愿违，
窦世强在初中时展现了对绘
画的热情，“当时我的发小在学
习绘画，我在旁观摩时，也偶尔
尝试画上几笔。我的二哥也
是画家，从初中起我就跟随他
学习。”之后，窦世强考入青岛
教育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自
那时起，他的生活便与绘画密
不可分。

每个学画者都有一个中
央美院梦，窦世强亦是如此，
2013年，在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工作的他获得一次赴中央美
院访问学者的机会，在那之
前，他的水彩画与钢笔画已经
在业内声名鹊起，但他选择了
在版画系进修。在导师的建
议下，窦世强决定创作以青岛

为主题的版画，“青岛是我最
熟悉也感情最深厚的城市，回
想以往的作品，几乎都与青岛
有关的。”在中央美院一年的
访问学者期间，窦世强共创作
了54幅版画，他用这种新的
艺术形式，延续了他对青岛老
建筑的创作主题。

用艺术为青岛代言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
青岛人，我对这片土地、每个
角落、每座建筑，乃至山水之
间，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而绘画恰好让他能够抒发内
心的情感。”窦世强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青
岛城市规划发生巨大变化，

“我希望用画笔记录青岛曾经
的文化市井与生活面貌。”
2004年，窦世强把多年积累的
青岛建筑钢笔画与李明老师
一起出版了《画说青岛老建筑》
一书。

2017 年年末，窦世强的
水彩作品《魅力青岛》入选上
合青岛峰会艺术作品展，

“《魅力青岛》以展现青岛特

色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为
主题，从纵深视角出发，以教
堂为前景，以栈桥为中景，然
后是西镇的高楼和西海岸风
光。作品中还融入了八大关
的建筑和望火楼等元素，充
分展示了青岛独特的自然景
色和欧式建筑风格。”窦世强
说，这幅是他退休后的第一
件大幅作品，意义非凡，“这
是我多年来对青岛和水彩画
的深刻诠释。”

艺术来源于生活

窦 世 强 的 水 彩 画《正
月里》入围第十三届全国
美展，“《正月里》的创作灵
感源自一次生活体验，我
和挚友郑照国在正月里探
访了陕北的绥德，那里有
雪原、冬林、窑洞、炊烟、秧
歌腰鼓等元素，以喜庆为
主题进行艺术加工。”而今
年，窦世强与郑照国合作
的水彩画《爱在春天》成功
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这幅作品的灵感源于我
女儿带回家的订婚书。”窦

世强巧妙地将订婚书这一
传统符号与其他环境元素
融合，作品里的订婚书象
征着爱情的承诺，柿子和绿
植象征着自然生命与美好
希望，技巧上借鉴了国外立
体主义画派的技巧，用水彩
的笔触展现水墨的韵味，不
仅是对水彩艺术的深度探
索和创新，更是对文化冲突
与融合的深刻反思，丰富了
我们的艺术视野。

现年67岁的窦世强仍在
自己热爱的绘画领域发光发
热，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进行绘画与书法创作，“艺术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因为
艺术为作品注入了生命的活
力。”窦世强说。记者 臧硕

窦世强：用艺术为青岛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