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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场“太弱”难对孩子口
市区没有高档次的大型游乐场，孩子抱怨没地儿玩；经营者苦诉经费难承担

今年四岁的苗苗是个活泼好
动的女孩，但妈妈张女士却对孩
子去哪儿玩一事感到为难。“我们
家住在戚东夼小区，周围并没有
大型游乐场，平常只能去海边，可
不能总让孩子看海吧。”无奈之
下，张女士每次只能开车带孩子
到高区海悦商场的新梦想游乐场
游玩。

“每天只要一进海悦的停车
场，她就高兴的在车里直蹦。”张
女士说，为了能让女儿开心，她不
惜每天来回一个小时车程接送。

“这个六一正好赶上周末，可
就是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29

日，几位正在华联商场给孩子选
购礼物的家长说出了他们的困
惑。对那些家长来说，决定带孩子
去哪儿玩远比送孩子什么礼物要
难的多。

花了十分钟便给儿子买了一
把玩具枪的孙女士，也正在犯愁，

“儿童节正好是周末，我们住的是
老小区，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海港
公园的娱乐设施也比较陈旧。”加
上天气会比较热，孙女士打算带
儿子去青岛玩。

有着一个三岁女儿的高先
生，一提到陪女儿出去玩就挠头。

“去个游乐场，得跑一大圈。好不

容易天虹商场开了个游乐场，我
立马给孩子办了卡。但是现在停
业了，离家稍微近点儿的玩处就
没有了。”高先生曾带女儿到过威
海华夏城游乐园，那儿游乐园还
比较大，“唯一的不足就是离家比
较远”。

除了家长费神，孩子也同样
很苦恼。神道口小学五年级的李
梓明早早的就和同学商量六一的
玩处，可商量了半天也没结果，

“光影视城就去了五回了，那些室
内场所还是比较适合小一点的孩
子玩。”商量到最后，李梓明决定
和同学宅在家打游戏。

经营已落入恶性循环

三年前，王常安引进了一儿
童室内游乐项目，并将此项目安
家于经区乐天玛特超市，面积大
约300平方米。“经营效果不理想，
留不住人。”为了挣得多一些，他
将其中的200平米改成了电动玩
具城，平均一两元钱一次，还有投
币式的，“说实话，现在这场所太
杂乱了，但不这么改太赔本。”

而就在一年前，市区大润发
一家经营两年的游乐场倒闭了。
王常安说，据他所知这已经是市
区倒闭的第三家室内游乐场了。

邹译锌今年27岁，曾在朋友
开设的新梦想游乐场做过三年的
管理，据其介绍，当时在高区海悦
商场投资游乐场花费了100万元，
但是现在经营效果却并不理想。

“之所以选择高区，是因为市区的
租金太贵，1000平方米的地方，在
市区需要百万元租金，但是在高
区却只需要40万元左右。”

说到目前游乐场经营普遍存
在的困境，邹译锌分析主要有两
方面的原因：一是该行业的设备
更新太慢，“更新一次设备就要花
费几十万元，但是一年的收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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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耍是童年最美好的回

忆。可如今，生活在城市里的孩

子越来越成了“宅娃”。六一节

前夕，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家长

和孩子都在抱怨“没地儿玩”，

市区的游乐场规模太小。面对

投诉，一些儿童游乐场所的经

营者则大吐苦水，客流惨淡难

以维持。

不想宅在家 又不知去哪玩

目前，威海市区的游乐场所
主要分室内游乐场所和室外游乐
场所两种。

海港公园的游乐场离市区距
离最近，经营时间也最久，可经营
状况却不尽如人意。29日10时，
海港公园里的海盗船、旋转木马、
充气城堡等游乐项目鲜有人体
验，部分设备漆面脱落，看上去非
常陈旧。而这几个项目的售票厅
有的却成了杂物间，堆了一堆零
碎物品。

经营贝壳生意的张女士的摊
位紧挨着该游乐场，说到经营情
况，据其反映并不乐观，“有时候
有外地游客来玩，但是很少，本地
人谁玩这个啊！”

除了海港公园的游乐场，另
外规模较大的则集中于经区和高
区，虽然多了一些游玩的项目，但
是地方却离市中心较远。“我只知
道初村和华夏城两个游乐场，但
是开车带孩子过去，还不如去烟
台和青岛呢。”家住市中心的张先
生说。

而室内游乐场所主要集中于
高区和经区。

通过走访调查，500平米以上
的有5家左右，基本是以软泡沫为
主做的一些大型玩具。尽管场地
设施基本类似，但是收费标准却
并不统一，海悦商场的新梦想游
乐场是29元/时，办月卡的话则是
19元/时，可以享受20次；乐天玛

特的童乐园游乐场由于场地稍
小，价格为18元/时，且买一赠一；
佳世客内的游乐场是最贵的，价
格为45元/次，不限时。

“我下个月就不做了。”26岁
的王艳在新梦想游乐场工作了一
年，尽管工作并不复杂，但她觉得
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有点少，“生
意一般吧，来的人并不多，而且我
们在陪孩子玩的时候要担不少责
任，压力较大。”

30日上午，在佳世客游乐场
内玩耍的孩子也不多，因为属于
商场自营，“价位是威海最高的，
但我们重质不重量，另外是为了
给购物的家长提供一个孩子玩耍
的地方。”一位工作人员解释。

游乐场难以为继成常态

难维系这个支出。而设备更新慢，
孩子们很快就玩腻了。”二是行业
很难留住人，“专业人才基本招不
到，威海最大规模的游乐场才
1000平米，充其量就是一个摊
儿，够不上企业，更谈不上链条
了。”邹译锌认为，这样的模式，很
难招到专业人才，一旦不专业，那
么游乐场的项目运用以及孩子的
看护就存在很多疏漏，家长和孩
子不会认为是一个有依赖的地

方。
“孩子很天真，如果有专业的

人士能领着孩子玩，并且让孩子
喜欢，他们就可能经常来玩儿。而
这样的专业人员至少月薪三千，
这是市区任何一家游乐场都支付
不起的。”

没有资金，难以更新设备、聘
请专业人员；没有好的设备、人员
就不能吸引孩子；如此一个怪圈
成了大多数游乐场所的困惑。

能有更专业
互动体验多的项目

5月初，市民马先生带着孩
子到济南走亲戚，孩子在济南的
游乐场“乐翻了”。

“在济南的星期八小镇里面，
孩子们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其
实就是一个小城市，各种身份的
体验，层出不穷，非常适合开发孩
子的创意。”在体验到新式的游乐
项目之后，马先生觉得威海的游
乐场“有点弱”，“都是各种泡沫做
成的淘气堡，感觉没有什么新意，
孩子只是玩，又能学到什么知识
呢？”

李先生则认为，供孩子游玩
的项目，互动体验是最
重要的，“能不能在一
些室内游乐场定期举
办一些活动，增强一下
孩子和家长的互动。”

孩子们怎么玩，家
长虽有期待，但实现起
来却并不容易。邹译锌
说，曾经考虑过引进角

色扮演项目，但是起价是三百万，
“在威海这种城市，人流太少，难
以回本。除非是有企业资金注入
或者政策性支持，但这些因素不
可控。”而对于增加互动项目，难
以引来专业人才却又限制住活动
的规模。

“不妨多一些孩子的专属训
练，游乐场可以多花钱聘请专业
人士，提供更高档次的服务，慢慢
聚拢那些愿意多缴费的家长，以
此形成一个链条，良性循环也就
是顺其自然的事儿了。”曾从事过
培训工作的李先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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