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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申请更改48字姓名，改名字岂能闹着玩

绿化带种水稻
城市治理不妨多点“水稻思维”

姓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识别符号。公民有权更改姓名，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更改姓名热点 话题

近日，00 后小伙“朱雀玄武
敕令”申请改随母姓并更名为

“周天紫薇大帝”失败。4 月 27
日，他再次提交将现名“朱雀玄
武敕令”更改为 48个字“周天太
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金阙
云宫九穹御历万道无为大通明
殿昊天金阙至尊玉皇赦罪大天
尊玄穹高上帝”的申请。对此，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公安局称，
如此长的名字很难通过审核。（4
月28日《经视直播》）

不到一年时间内，朱先生已
经申请更改四次姓名，从朱云飞
到“朱雀玄武”，到“朱雀玄武敕
令”，到申请更名“周天紫微大帝”
未获批准，再到申请更名“周天太
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金阙云
宫九穹御历万道无为大通明殿昊
天金阙至尊玉皇赦罪大天尊玄穹
高上帝”。一位成年人如此频繁
地更改姓名，已经涉嫌对行政资
源的滥用，增加社会管理成本。

或许，从法律层面来看，朱先
生改名行为并未逾越法律边界。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
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自己
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现行《民法典》和之前《婚姻法》规
定，公民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
姓。关于公民姓名字数，户口登记
机关也的确没有加以限制。

然而，形式上合法，就真的不
违背公序良俗吗？须知，公民有
权更改姓名，并不意味着可以随

意更改姓名。如果说，最初朱先
生是因为不想重名才选择更名，
这尚可理解，可后来，其申请更改
的姓名一次比一次特立独行，真
的只是不愿与别人重名吗？

根据朱先生回应，其此次申
请随母姓，改姓周，新姓名融合
道教神祇尊号与星象概念，但承
认“目前尚无法完整背诵该姓
名”。倘若连朱先生自己都无法
背诵下来其完整姓名，那别人该
如何称呼他呢？

在实际生活中，公安机关作
为公民身份登记机关，有着相当
大裁量权。各地对此理解不一，
执行尺度也不一。这也形成一
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有

人为了追求个性，随意滥用姓名
权；而有人真正有更改姓名需
求，却困难重重。基于此，相关
部门不妨认真思考，如何让公众
合理使用姓名权？

更深层面上要看到，朱先生
此前申请更改“朱雀玄武”“朱雀
玄武敕令”成功，也说明在不违
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相关部门
正在最大程度地尊重和包容个
体姓名权，这是一种法治进步。
只不过，尊重并不意味着鼓励，
更改姓名依然需要慎重再慎重。

姓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识别
符号，如影随形，相伴一世，理应回
归文化传承与社会交往的本质属
性和核心功能。评论员 任思凝

一边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另一
边是商场内熙攘的人群，中间的绿化
带竟然是一方规整的农田。近日，广
东东莞闹市区一商场前的绿化带被
种上水稻，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商
场称，种水稻是员工和商户提的建
议。城管部门回应：此属物业别出心
裁之举，并不违规。短短几天，相关
微博话题阅读量突破 5000万，抖音
播放总量高达 1.5亿次，迅速成为社
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现在的城市绿化，大多是“草
坪+灌木+乔木”的固定搭配，看久了
真有点审美疲劳。这片不足50平方
米的水稻田，以出其不意的姿态让
人眼前一亮。有人戏称这是现实版

“向往的生活”闯入了城市；也有人
脑洞大开，提议以此为契机开设插

秧体验营。在绿化带上种水稻这么
受欢迎，证明城市景观突破标准化
绿化，可以成为动态的生活剧场，市
民们盼望逛街时看到农作物，就能
感知四季轮回的自然风光。

稻作文化作为岭南文明的底
色，在此刻被赋予了新的解读。“水
稻”谐音“水到”，广东人称水为财，
有来财的寓意。这种带着传统文化
趣味的谐音梗，巧妙地融入现代生
活。等到秋收，金黄的稻穗和玻璃
幕墙相映成趣，一边是浓浓的农耕
记忆，一边是繁华的商业文明，地域
文化符号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重新
焕发生机。试想一下，这样的景观
设计是不是更打动人心？

如今，不少城市儿童分不清五
谷杂粮，这片城市稻田无意间承担
起自然教育的功能。年轻父母会带
孩子观察抽穗扬花，外卖小哥在等
单时随手记录稻苗变化。这些自然
发生的教育场景，让农业知识不再
是课本里的抽象概念，而成为可以
触摸的生活体验。这种润物无声的
教化，正是城市公共空间最珍贵的
附加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创意源
自普通员工和商户。相较于专家主
导的传统绿化模式，这种自下而上
的参与式营造，让公共空间真正成
为市民情感投射的载体。当商场顾
客见证稻种发芽、抽穗、成熟的全过
程，人与空间的联系就不只是看看
那么简单，而是一起成长的珍贵体
验。这种参与式治理模式，说不定
比景观本身还值得学习。

当然，也有网友担心，种水稻会
不会招来蚊虫，化肥、农药的施放会
不会带来一些环境污染？这种担心
很正常，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是考验
城市治理智慧的时候。商场也想到
了用物理防虫、生态调控这些绿色防
控办法来解决。这其实也说明了城
市治理的本质，任何创新都伴随着挑
战，关键在于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就
像稻田需要定期打理一样，城市治理
创新也需要耐心，慢慢优化。

从深圳的街角农场，到上海的
高架绿廊，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多元
共生的新玩法。东莞这片小稻田的
意义，不在于它有多完美，而是展现
出一种开放包容的治理思路。

经济日报：
多地景区试水“免费开放”
需科学决策

近年来，多地景区试水“免费开放”
模式，试图以门票让利拉动全域旅游发
展。但有的地方未做好科学论证、充分
准备，引发客流骤增、服务缺位、投诉增
多等现象，出现生态维护困难、古建修缮
成本增加等问题。

景区免费政策的初衷在于打破“门
票依赖”，通过客流带动餐饮、住宿、文创
等延伸消费。但这种模式成功的前提是
景区具备完善的商业配套和交通网络。
在决策是否免费时，应在充分进行市场
调研的基础上，从生态承载力、设施饱和
度、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同维度对运营成
本、收益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制定最优方
案。唯有立足科学评估、精准施策，通过
不断提高科学治理能力，才能找到惠民
政策、游客体验、生态保护、商业效益之
间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文旅产业可持续
发展。景区只有打造出自己的“文化
IP”，才能让衍生消费的增值远超门票收
入，真正实现“免费”的意义。

南方都市报：
推广免陪照护服务
“好照护”要有“好价格”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广东省
医疗机构提供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方
案》，在广州、深圳、汕头等 8个城市开展
省级首批免陪照护服务试点，同时强调后
续将视情况逐步扩大省级试点范围。

很长一段时间，“无陪护病房”在全
国各地推广试点，相比于患者自聘护工，

“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经过医院培训合
格后才上岗，且价格相较于市场而言更
低。大大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同时，也向
患者及家属提供了更专业和实惠的选
择。去年10月，国家医保局优化调整了
护理价格政策，新设置了“免陪照护服务”
价格项目，让这一服务有了“姓名”，实行
政府指导价也让推广“无陪护病房”有了
政策基础。服务进一步规范升级，但价格
是否合理仍是患者及家属最为关注的重
点。地方财政、医保、患者三方共担模式
也不失为未来的探索方向，最终目的是要
确保免陪照护服务的普惠性和可持续性。

新京报：
出狱女子直播被封
犯罪经历不是流量“资本”

近日，有网友发现，曾在 2018 年因
参与“酒托”诈骗被通缉的四川绵阳女子
卿晨璟靓已成为网络主播。此前，卿晨
璟靓曾因通缉令上的高颜值照片走红。
4月27日，其所在短视频平台公告称，该
账号已被封号。

该女子当初的走红，源于通缉照片，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件——在
通缉的背后，还有受害者。她本人也因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饶是如此，一些网民抱着“颜值正义”的扭
曲价值观，一时间把她捧成了网红。而这
或许也让她产生了错觉，以为互联网是流
量至上、无所谓价值观的。但这一次被平
台封禁也终究说明，网络空间也是有着强
烈道德指向的。人们并不反对刑满释放
人员以普通人的身份回归社会。只不过，
当刑满释放人员把这一段本该忏悔的经
历，当作一种流量“资本”，津津乐道地在
镜头前娓娓道来，终究让人难言滋味。

4月26日，“朱雀玄武敕令”申请将“朱雀玄武敕令”改为“朱咸宁”极目新闻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