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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孩孩子子拿拿了了77000000块块请请人人玩玩网网游游
孩子才11岁，网吧咋就放了行

6月1日儿童节当天，大部分孩子都在过节，可有一个熊孩子开心不起来，他分次拿走了家里的
7000块钱，去网吧打游戏，充值、买道具，还给其他同学现金买游戏装备。被家长发现后，免不了遭训
斥。小小年纪，很难抵住游戏的诱惑，可是，网吧怎么就允许11岁的孩子进入，还让他花了这么多现金？

文/片 本报记者 杨霄

一向老实听话
没缺过他零花钱

家住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
子镇侯孟村的王先生常年在外
打工。5月31日，他接到了妻子
的电话，说孩子去网吧上网，为
打游戏花了好几千。

一听这事儿，王先生当天
就赶回了家。到了家，他还不相
信，一向老实听话的孩子竟然
会偷偷拿走家中的钱去上网。

6月1日，王先生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4月份家中玉米卖了
8500元，现金就放在儿子卧室
的抽屉里。

“平时现金都是放在那儿
的，儿子以前从没拿过家里的
钱。”王先生说，在他眼中，儿子
特别乖，平时也没有缺过他零
花钱。他说要两元钱买吃的，给
了他五元，剩下三元他回家之
后会还给爸妈。可是，这一次儿
子却拿了家里的钱，没想到这
一拿，还拿了7000元。

“家里也有电脑，随便他玩，
而且这些小孩都喜欢到家里找
他玩。村里有一个比他大一些的，
也就是十五六岁，第一次是和他
一起去的网吧，后来孩子就和朋

友一起去。”王先生说，他现在最
想不通的是这个钱，儿子怎么敢
拿，这些钱毕竟不是小数目。

除了买游戏装备
还给同伴钱

面对自己的追问，孩子一声
不吭。至于钱的去处，孩子说，
4000多块用在了买游戏装备上，
2000多块给了同村的一个同学，
还给了一些一起玩的同学几十
块，剩下的都用来买吃的了。

王先生找到和儿子一起上
网的几名同学的家长，几人一起
来到孩子打游戏的雲霞网吧。女
网管承认几个孩子曾在周末进
入网吧并对游戏进行充值，“至
少有五六个小孩来上网”。对于
为什么允许他们进入，网管称因
其中有一个个子很大，又高又壮
的，没想到是未成年人。

6月1日下午1点左右，齐
鲁晚报记者来到雲霞网吧。网
吧门外挂着一个由台儿庄区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监制的印有

“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牌子。
在网吧内，仅有几名成年人在
上网，没有见到网管。

随后，记者联系了台儿庄
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稽查大
队，相关负责人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如果提供证据，将会进行

调查。

监管缺失
网吧和家长都有责任

发生了孩子偷钱的事情，王
先生也反思自己的过错，觉得自
己和妻子对孩子过于信任，疏于
管教，才会导致现在的情况。

枣庄学院心理与教育科学
学院心理学教师公长伟说，现在
小学生玩游戏的不在少数，原因
是多方面的，11岁的小学生，抵
抗诱惑的能力很差，尤其是试图
融入同龄群体的诱惑。“同龄人
之间，人家玩你不玩，觉得好像
不如别人一样。”

为何玩游戏的孩子不少，
却只有王先生的儿子拿了钱？
公长伟说，这有可能是一种“补
偿心理”。有可能是孩子在交往
过程中没有得到同龄人对他的
认同，他就用一些方式，比如请
客、给予同龄人好处等，来讨好
同龄的伙伴。他要是一个人拿
钱去花，这种行为还是比较单
纯的。邀请别人和他一起玩，可
能就是出于情感的需求。“游戏
心理”实际上是孩子的天性，

“只不过在监管方面，家长和网
吧确实是负有责任的。”孩子周
末外出玩耍，作为家长应该关
注。

对于网吧接纳未成年人一事，齐鲁晚报记者咨询了山东
龙头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艾伦，她指出，网吧让未成年人入内上
网是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但是行政处罚不等于民事
赔偿，家长可以到当地文广新局投诉。

李艾伦指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六条，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
成年人进入；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
证件。如果让未成年人进入，要给予行政处罚。

另外，《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
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本报记者 杨霄

网网吧吧接接纳纳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最最高高可可罚罚1155000000元元

葛相关链接

在熊孩子花了7000块的网吧的门口，挂着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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