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大帝”到“咸宁”
不是个性的妥协，而是成长的顿悟
丁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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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社团
让“科技星光”在青少年心里闪耀
郭元鹏 以新供给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春水

凌波

最近湖南小伙的“改名记”比连续
剧还精彩：从朱云飞到“朱雀玄武”，从

“朱雀玄武敕令”到“周天紫薇大帝”，
活脱脱上演了一场现实版《西游记》番
外篇。据媒体报道，改名“周天紫薇大
帝”申请未予通过后。4月26日下午，
现名“朱雀玄武敕令”的朱云飞，申请
改名为“朱咸宁”。这场命名变化终于
以“朱咸宁”的谐音梗暂时收官。您
品，您细品，这哪是改名啊，简直是拿
着身份证在人间“修仙”。

年轻人对名字的较劲，像极了当
代社交账号的昵称大战。当“小明”
撞上“小红”，当“梓轩”邂逅“欣怡”，
传统命名在 00 后眼中宛如过气网
红。有人戏称现在的出生证明应该
增设“二次元区”和“修真专座”，毕竟
谁不想顶着“敕令”出门，在快递驿站
体验一把仙尊取件的快感？

可改名终究不是改微信ID，公序
良俗的“防沉迷系统”始终在线，民法
典明确规定自然人行使姓名权“不得
违背公序良俗”。试想小区物业群突
然弹出@周天紫薇大帝：“帝君，您家
车位被占啦！”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怕是要让邻居们集体患上“接旨ptsd”。

其实姓名本就是个神奇的存在，
它既是最私密的个人符号，又是最公
开的社会印迹。有人统计过，改一次

名字至少要更新 23 种证件，堪比给
人生进行了一次“格式化”。但咱们
的社会治理如今也修炼出了“太极功
夫”，像湖南，既守住“不得称帝”的底
线，又包容“敕令”这类无伤大雅的个
性签名，活像一锅沸腾的重庆火锅：
红汤是规矩，涮什么菜您随意。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场命名狂欢
背后的心理密码。当年轻人把姓名
当作“命运修改器”，恰似给人生开了
个意念美颜滤镜。有位网友说得妙：

“与其在名字里藏座凌霄殿，不如在
心里修座桃花源。”

说到底，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命名
玄学。50后的“建国”“援朝”刻着家
国印记，80 后的“张伟”“王芳”藏着
集体记忆，如今 00 后的“敕令”“大
帝”何尝不是“Z世代”的社交货币？
只要尊重公序良俗，咱们不妨把这波

“命名变化”看作社会包容度的压力
测试，让能笑着讨论“紫薇大帝被拒”
的社会，装得下更多彩的人生剧本。

当“咸宁”取代“大帝”，不是个性
的妥协，而是成长的顿悟。每个名字
都是时代的注脚，正如每朵浪花都是
大海的修辞。下次谁要是遇到叫“不
灭星辰”的外卖小哥，别急着笑，没准
人家送的真是“银河护‘胃’队”的温
暖呢！

在宁波市大中小学中，共有
1000多个科技类社团，涉及编程、无
人机、机器人、3D打印多个种类。每
所学校里，都有很多热爱科创的学
子，他们在学习之余，通过社团实践
追寻兴趣爱好，学习科技知识，向着
自己的科创梦想不断前行。

4月28日《宁波晚报》

在宁波市大中小学，科技类社团
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多达 1000
余个。这些社团涵盖编程、无人机、
机器人、3D打印等多个热门领域，构
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科创教育图景，
让科技星光在青少年心中闪耀。

科技社团为青少年搭建了追逐科
技梦想的舞台。在传统的教育模式
中，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较为单一，而
科技社团则打破了这种局限。在编程
社团里，青少年们可以从基础的代码
学起，逐步深入，尝试开发各种有趣的
小程序；无人机社团的成员们亲手操
控着飞行器，感受着科技带来的速度
与激情……这些社团活动，不仅满足
了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爱好，更让他
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挖掘自身的潜
力，为实现科创梦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
学到了专业的科技知识，还培养了团
队合作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每
一次的项目实践，都是对他们综合素
质的一次考验和提升。这些在社团
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正逐渐成为科
技创新的后备力量。

科技社团的存在也对学校的教
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丰富
了学校的课程体系，让教育更加多元
化。社团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
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践的机会，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同时，科技社团还营造了
浓厚的科技氛围，带动更多的学生关
注科技、热爱科技。在这种氛围的熏
陶下，整个学校形成了崇尚科学、勇
于创新的良好风气。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科技社
团的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挑
战。比如，社团活动的资源有限、专
业指导教师不足等问题，都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社团活动的质量和效
果。这就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方
的共同努力，加大对科技社团的支持
力度，提供更多的资金、设备和师资，
为社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山水风光、踏春赏花、主题乐
园、古城民俗……随着“五一”假期
临近，旅游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各大
景区纷纷推出“五一”亮点活动，邀
请广大市民游客一起来宁波“欢喜
游”。 4月28日《宁波日报》

近年来，旅游消费需求持续升
温，不断释放消费新潜力。旅游供
给敏锐对接市场需求，持续创新探
索，从融合、扩能等多种路径创新
消费场景，推出新产品、新业态和
新服务，有效激发了消费需求。今
年一季度，宁波旅游市场展现出强
劲活力，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域
游客数 29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9%；旅游收入 370.3 亿元，同比
增长 16.5%。这既反映到了民众
高涨的出游热情，也看到了旅游产
业的蓬勃活力。

文旅消费的核心吸引力在于
供给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只有精
准把握市场需求，不断丰富和创新
旅游产品供给，打造新场景、新业

态，提升旅游体验，才能有效激发
文旅消费潜力。近年来，旅游与文
化、农业、工业、体育、商业等产业
深度融合，不断拓宽旅游消费边
界，将更多产业纳入旅游消费空
间，为人们提供了新场景和新产
品，促进了旅游消费的跨界融合。
同时，科技在旅游产业的应用，不
仅催生新的旅游业态、旅游产品，
形成了旅游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旅
游体验开辟了新渠道。

游客是旅游消费的主体，激发
文旅市场活力，关键在于抓住游客
的眼球，创造情绪价值，带来旅游
新惊喜，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向往。宁波各景区“五一”游
套餐上新，无疑将带动人们出游的
热情，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带给
游客更多获得感、更好体验感，持
续把“流量”演变为“增量”。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既是拉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美
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春兴万物生，
向“新”而行，文旅消费将搅动春日
经济新活力。

记者近日从宁波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获悉，本月初至今，宁波已有发
生近10起山中被困的警情。其中，本月中下旬此类警情较为密集，有7
起。警方表示，“五一”假期将至，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进山游玩，要走“寻
常路”。 4月27日《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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