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日，在海曙集士港后屠
桥村一个荷花采摘园里，荷花开
得正好，阵阵莲叶清香，吸引不少
人驻足拍照。而门口3元一朵的现
摘荷花，则吸引爱花人士纷纷购
买。

“我们种了四五亩观赏荷花，
是专门收花材的，不结莲藕，这两
个月的花期是最热闹的时候。”采
摘园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是工
作日，来荷塘拍照打卡的人少了，
如果是双休日，小小的荷塘里基
本站满了拍照、买花的市民，一天
能卖掉四五百朵荷花、莲蓬。工作
日，他们主要给花店提供花材。

和后屠桥村一样，近日，东钱
湖、古林镇、高桥镇、甬江街道等
多个荷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不
少市民专程前往拍照、采买荷花。

高桥一位荷塘负责人告诉记
者，近几年，喜欢荷花的人越来越
多，现在荷塘一到6月底就开始热
闹起来，一直持续到8月初。“除了
拍照，也有很多是专程来买荷花
的。多的时候每天能卖几百朵，我
一个人都忙不过来。”

除了荷塘，花店里各类荷花
花束也成为当季顶流。在鄞州区
一家花店里，花艺师正在包扎客
人预订的荷花花束，素白中带着

淡粉的花朵，青绿的莲蓬再配上
传统风格的包装纸，雅致清新。

“荷花和莲蓬是现在最应季
的花材，也是客人关注度最高的，
店里已经卖了有一周左右。因为
花期短，主要用的是本地产的花
材。”上述花艺师告诉记者，店里
荷花花束售价两三百元，近段时
间每天都能接到几个订单。

在天胜花鸟市场一家批发花
材的门店里，荷花和莲蓬也一样
受欢迎。商家告诉记者，现在正是
盛花期，花材质量好，他们店内售
价6元一支，等过段时间会便宜
一些。

“荷花经济”
别样红

雅致的荷花花束是这个季节花店里的顶流。

如果说到这个季节的顶流花卉，荷花一定当仁不让。记者留意到，随着传统文化的

关注度日益高涨，以及国潮风的流行，这种极具中国韵味的花卉，正受到越来越多国人

的喜爱，更是带动相关消费，触发了“荷花经济”。
自带国风气质

这几年，清新脱俗、寓意极佳
的荷花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每
年到了盛花期，不仅采荷、观荷成
为宁波市民热衷的项目，连带一
些周边消费也相当火爆。

例如，喜爱古风摄影的年轻
人会趁着这个节点，专程找摄影
工作室拍摄荷花主题的汉服写

真；一些茶饮品牌，也会适时推出
荷花主题饮品，吸引消费者。

2022年荷花季，“嘿糖”曾推
出4款荷花茶，粉荷的主题色搭配
高颜值的茶点和包装，立马走红
市场。“亲又亲茶”“茉沏”等品牌
也都推出过荷花奶茶，在社交媒
体上获得大批“种草”的粉丝。

业内人士表示，荷花自带的
高颜值、国风气质，以及花期集中
的特点，使得相关消费比较容易
被集中引爆，形成风潮。

“就像前几年的樱花经济一
样，作为众多国人喜爱的花卉，荷
花消费也是自带流量，成为夏天
消费的标志化元素。” 记者 黎莉

带动周边相关消费2

成为当季顶流花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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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明介绍，大考后，因为“考后
焦虑”来就诊的考生往往和小范一
样，在考试中发挥不佳，和平时或预
期中有明显落差。

他表示，首先，考生和家长都要
理解，在类似情况下有负面情绪是正
常的；其次，要相信，孩子有能力消化
这些负面情绪，时间会疗愈伤痛；另
外，不要逃避、不要强化这些负面情
绪。

徐永明说，当负面情绪来临时，
很多考生会像小范一样通过各种方
式去逃避。常见的有通过网络游戏、
网聊、暴饮暴食等来逃避。适度通过
这些方法转移注意力，确实有利于情
绪的缓解。一味逃避的话，非但不能
解决问题，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也
有些考生，会无止境放大考后焦虑，
以至于把一次考试失败当成灭顶之
灾。这样的认知，也是不正确的。

被考后焦虑情绪裹挟时，应该怎

么正确面对呢？徐永明给出了几点
建议。

首先，要正确面对，学着接纳负
面情绪；其次，不要被考试失利这件
事绑架，更不要做过多灾难化想象，
可以更多地关注事情本身，比如为什
么考砸？有哪些原因？

另外，当负面情绪来临时，可以
主动做一些“补偿”行为。比如，没法
改变考砸的现实，但是可以做一些有
意义的事情来提升其他方面的能
力。比如参加社会实践、做志愿服
务、做家务等，让自己更有价值感；还
可以通过运动等体力方面的消耗，转
移注意力，达到自我平衡、内心充实。

徐永明也提醒，如果考后焦虑在
较长时间内（一般超过两周）都严重
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需及时寻求
专业人士的帮助，避免从正常的生理
性焦虑情绪发展为病理性焦虑症。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孙梦璐

高考失利，他躲在房间玩了一周游戏
医生：焦虑情绪很正常，不逃避不强化！

徐永明徐永明

“因为‘考后焦虑’前来就诊的考生，比来咨询‘考前焦虑’的考生人数要少。”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情感障碍科
主任徐永明说，不过，“考后焦虑”仍然值得考生和家长重视。迈过这道坎，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在家人的劝说下，高三毕业生小范
来到徐永明的诊室。他脸上挂着大大的
黑眼圈，无精打采。

在高考前，小范意气风发。他高中三
年成绩一直不错，考上重点大学几乎不成
问题。可是，高考时，小范多次觉得“脑子
发懵，思路不清晰，整个人‘云山雾罩’”。

考完估分，他清楚地意识到——考
砸了。很多平时本来会做的题，考试的
时候都做错了。预估的分数，离不错的
二本学校也有较大差距。

“我接受不了这个成绩，这不是我应该
拿的分数。”从学校估分回来后，小范把自
己关进了房间，任凭父母在门外怎么劝慰，
都不为所动。直到来就诊前，他已经整整
一周没出房间了。饭菜也由家人放在房门
口，经常只是囫囵吃几口。

徐永明问小范，这一周都在想什么，
做什么？沉吟了一会，小范终于开口：很
自责，这么简单的题怎么会做错？感觉
过去都白辛苦了，人生完了！这一周里，

他闷在房间没日没夜玩游戏，经常玩到
夜里三点多，醒来又继续玩。以前，他很
少玩游戏，现在觉得还是玩游戏放松。

徐永明和小范的家长沟通，孩子在
高考失利后，情绪有大的波动，行为上有
明显改变也是正常的。只有一周的时
间，还不够孩子消化负面的情绪。小范
现在的确有考后焦虑情绪，处于焦虑状
态，也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但不能
因此就认为其得了焦虑症。他告知小范
的父母不必过于紧张，再给孩子一段时
间来疗伤。父母保持情绪平和，有助于
孩子缓解焦虑情绪。

另一方面，他给小范两点建议：第
一，不要对高考考砸做过多灾难化想象，
学到的知识也不会因为考砸了就失去意
义；第二，尽快恢复正常的作息，有助于
调整身心状态。

近日，小范联系徐永明：“徐医生，你
说的话，我听进去了。我决定高复，已经
开始认真学习了。”

“我接受不了！” 高考考砸，他一周没出房门 不逃避，不强化 “理解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

■关注考试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