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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公园：
静等“下一站”

“下一站，儿童公园站！”
在儿童游乐场已经成为每个大型商业综合体

“标配”的当下，好像也只有地铁、公交车的报站，
才能让人短暂想起，还有儿童公园这样一个熟悉
又陌生的存在。

有限、模糊的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宁
波就已经有了儿童公园。

“80后”“90后”可能是对儿童公园最有印象
的两代人。

“80”后记忆中的儿童公园偏隅月湖天德
巷。与其称之为“儿童公园”，不如称之为“儿童
角”更为合适，但这并不妨碍它承包“80后”的整
个童年——

小飞机高高低低、摇摇晃晃；拿块布圈块地，
就敢在里面开碰碰车；还有跷跷板、秋千……那是
最简单、纯粹的快乐。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因月湖景区建设
需要，儿童公园拆迁，后搬迁至中兴路、兴宁路交
叉口北侧、中塘河以东，占地面积 12公顷，于
2001年1月22日开门迎客。

“90后”记忆中的儿童公园已经是一座“像模
像样”的公园，有儿童娱乐区、科技活动区、休闲
区，甚至还有山水野趣区。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流径长度150余米的
溪流，落差2.5米和4米，宽度5米的阶梯式瀑布？

在儿童公园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记忆中，2007
年、2008年是儿童公园的“高光时刻”，节假日单
日最大客流达2万人次，每年还有很多学生来春
（秋）游。

这和当时公园引进的10余组游乐设施有关，
像海战船、极速空间都“透骨新鲜”，免费的游乐项
目更是“流量担当”，而且当时室内游乐场方兴未
艾。

随着城市的发展，尤其是轨道交通建设的推
进，从2014年开始，儿童公园开始渐渐“掉粉”，到
2019年5月，所有大型游乐设施暂停。

如今驱车从中兴路经过，若不是留意到施工
围挡上那块差不多A4纸大小的指路牌，甚至都
不用踩油门，也一样会“擦肩而过”。

不比往日的喧嚣，如今的儿童公园以另一种
方式存在。“每天来公园锻炼的周边居民很多，多
到林荫小道上大家只能顺着一个方向走……”工
作人员说。

去儿童公园采访那天，偶遇一位母亲特地带
孩子过来。如此萧条的场景自然不是母子俩想看
到的，却也让工作人员重燃信心：“市场需求还是
有的。”

在室内游乐场一个接一个兴起的当下，“孩子
去哪儿玩”看起来有很多选择，但事实上，随着环
保、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尤其
是公园、广场作为儿童户外活动场所的需求，正在
变得越来越强烈。

尤其是对从小在钢筋混凝土所构筑的城市森
林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缺的从来都不是游乐
设施，而是探索、亲近自然的空间。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这几年的日子过得有些
“惨淡”，但儿童公园始终“大门常打开”，而且升级
改造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下一站，儿童公园站”，相信不久之后，很多
人会在这一站下车看看。 记者 石承承

中山公园：
城市公园的“流量担当”

好像除了夜深人静，中山公园（含
中山广场）一直都是人头攒动：广场舞、
唱戏、聊天……若是赶上节假日，人流
密集，简直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近几年，宁波新建了不少公园绿
地，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山公园“顶级流
量”的地位。中山广场管理所主任朱
海说，很多老人哪怕坐一小时公交车，
也要来这里转转。

“这里藏着城市的历史。”朱海说。
如今我们常说的中山公园主要由

两部分组成：原中山公园和1998年初
修建的中山广场，总占地面积8万余平
方米。

自唐代宁波建城以来，原中山公
园就一直是州府官衙所在地。清光绪
年间，薛福成任宁绍台道台时，在此修
建了一处景色秀美的园林，并取名为

“后乐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乐园”中

的独秀山。很多宁波人爬过这座
“山”，却不一定叫得出它的名字，了解
它的历史，这可是宁波有史以来最早
的一座假山。

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宁
波各界“众筹”的中山公园建成，地点就
选在以“后乐园”为中心的旧府、道署。

中山公园的建成，不仅结束了当
时宁波城内没有公园的历史，同时也
打开“后乐园”的大门，使之成为市民
游乐休闲的公共场所。

1950年，宁波市政府曾对中山公
园进行大修，对园内假山、曲廊、亭台、
路径等全面整修。

1998年，随着中山广场的落成，中
山公园旧貌换新颜，从封闭式公园变
为开放式的广场。

“这里有鲜活的记忆。”朱海说。

可能很多“50后”还有印象：上世
纪60年代，大众文化娱乐生活贫乏，到
中山公园看场露天电影，感觉就像是
过节一样；

在“60后”“70后”的记忆中，分布
在原中山公园“九曲回廊”附近的动物
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对“80后”来说，中山公园充满童
年的回忆，有多少人幼儿园、小学的春
游就被安排在这里，又有多少人来这
里看过菊花展、逛过元宵游园会；

“90后”也并未缺席，1998年中山
广场落成时，像下沉式广场的设计，像
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个个都是“全市
第一”，而广场本身也是宁波第一个大
型公园广场。

“这里有独特的生态。”朱海说。
自1998年建成至今，中山广场的

很多设施都已经老化。由于原中山公
园在2011年被公布为省重点文保单
位，这也给广场的改造升级带来了一
定难度。

“近年来，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对基础
设施进行修葺，对绿化进行提升，以及对
公园广场的秩序进行管理。”朱海说。

令人意外和动容的是，“老去”的
中山公园并未因此被人们遗忘。

对很多市民，尤其是老年人来说，
到此一游，甚至每天“打卡”已经成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有自
己认识多年的朋友，有自己熟悉的生
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和新建公园的干净、
整洁、井井有条相比，“这里可能没有
那么井然有序，却给人一种更为自由、
宽松、舒适的感觉。”朱海说。

这或许正是岁月赋予一座城市公
园的味道。 记者 石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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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园。记者 张培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