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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没想过，
只是延续一
种传统

●你认为要坐月子的
最重要原因？

7%因为双方
的父母要求

10%因为周
围朋友都坐

53%对中医有
研究，深信坐月
子说法

(上接A10版)

在医学上，70%产妇的
母乳都是够的，30%产妇母
乳不足，需要催乳。最有效
的催乳方法就是让宝宝多
吸，“宝宝是最好的催乳师”。

此外，产妇要多喝水，
注意休息，营养均衡。相比
之下，手法按摩等外部刺激
的催乳没那么重要。

章蓉娅认为，产妇的饮
食也没宣传得那么特殊。
最主要的就是少油，清淡，
多喝水，多喝汤，多蛋白质
摄入，营养均衡。“现在市面
上流行的月子餐有些夸张，
炒作的成分居多。”

张钰承认，这些知识，
她并不了解。

1999年“月嫂”诞生

下岗工人刘京云
开办公司，培训出专门
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
月嫂，细分了家政市场

对于一万五的天价月
嫂，刘京云也觉得不合理。

“月嫂”市场是由刘京
云开启的，1999 年她创办
国内第一家月嫂公司，据说

“月嫂”这个名字也是刘京
云起的。

在月嫂公司前，国内只
有月子中心。那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月子中心通常租
用三星级以上宾馆，邀请儿
科专家做顾问，定期为母婴
做检查，有的还有产妇形体
恢复课，防止产后忧郁症的
心理咨询讲座。那里普通
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助产士、
护士。

但月子中心不是普通
人消费得起的。

那个年代，一个月子坐
下来，收费万余元。到月子
中心来的多是明星，高薪员
工，还有足球队员、企业经
理、网络工程师的夫人。

1999年，下岗工人刘京
云在北京医院照顾生产的
同事，她感觉，北京很多老
家是外地的产妇，身边没人
照顾，创办一个月嫂公司，
为他们提供服务，将有很大
市场。

“当时只想细分一下家
政服务市场。”刘京云说。

她请的都是北京籍的
退休幼儿园老师、医生及下
岗女工，并找来妇产医生、
儿科医生、营养师给她们培
训，使其成为具备产妇和新
生儿护理常识的月嫂。

刘京云定的月嫂价格，
高于保姆价格。

那个时候，请个保姆才
280 元，而刘京云把月嫂价
位定到了 900 元。即便最
初 2 年，公司亏损，刘京云
也没把月嫂价格降下来，

“不能降，价格体现着月嫂
的价值。”

2001年之后，月嫂日渐
被市场接受。

2003年，张玉香看到刘
京云的创业故事后，成立了
深圳第一家月嫂公司。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月
嫂公司的发展前景，纷纷开
办月嫂公司。2005 年，遍
地开花的速度已经超出刘
京云的预期，并在 2008 年
达到了井喷。

“虚假”的职业化

各种公司从事月
嫂培训，发放“权威”证
书；专家表示，“月嫂”
技术含量低不构成一
个职业

许多月嫂公司都试图
让“月嫂”变得更职业。他
们提供相关培训，并以公司
名义颁发月嫂证。有了月
嫂证，月嫂身价自然抬高。

山西长治来的程鸣凤
正在考月嫂证。她在一个
月嫂公司报的培训班，价格
是1200元。

此前，她做了五六年的
育儿嫂。

程鸣凤算了笔账，在北
京市场上，她做高级育儿嫂
的报价是4000元，如果转行
做月嫂，初级报价就是4800
元，几年后，到了高级，可达
到6800元甚至更高。

给程鸣凤培训的老师叫
李枫，四十多岁。做月嫂培
训前，李枫曾是单位会计，下
岗后，一位好友开月嫂公司，
邀请她来做月嫂培训。

为了讲好月嫂培训课，
她专门去做了一年多的月
嫂，摸索经验。

采访中得知，很多培训
师都是老月嫂出身，真正请
产科医生或营养师来做培
训的也有，但很少，上课的
时间也很短。

李枫什么都教，产妇乳
腺护理，催乳，新生儿脐带
护理，二便观察等，涉及的
都是一般医学常识。她用
的是公司自编的教材。

“月嫂有多少专业技术
性？”李枫反问记者，她说，
月嫂的技术含量低，大多都
是挣辛苦钱。

对于这个“技术含量
低”的工作，参与培训的单
位则是五花八门。

广州有媒体报道，当地
权威培训机构有 3 家，市人
社局下属的广州市就业训练
中心、市妇联和市总工会家
政培训基地。

北京靓婴堂在它的加
盟招商广告中，也强调了自
己的资质，“由劳动部独家
授权月嫂职业认证”。它颁
发的月嫂证上印着“职业培
训证”，和“职业鉴定证”仅
二字之差。

北京靓婴堂的“月嫂证”
上印着“中国就业培训技术
指导中心”字样，并有该中心
的盖章。

该中心是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的下属事业单位。
靓婴堂收取的月嫂培训费分
别 是 ，1680 元 、1880 元 和
2680元。

该中心职业鉴定部门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靓
婴堂颁发月嫂证，那是培训
部门的事儿。目前月嫂根
本不是一个职业，也没有一
个相关的职业标准。

国家规定，新职业申报
时有两个必备条件：不少于
5000 人、稳定的从业人员
规模，拥有自己独特而核心
的职业技能。

“月嫂工作谈不上专
业，目前来看，不可能单独
成为一个职业。”北京家政
服务协会会长李大经说，月

嫂只是家政服务员类别下
的工种，它只是比钟点工、
保姆等其他工种的文化水
平、外在形象略好一些。

“百团混战”推高价格

大量小公司涌入
月嫂行业，发动广告
战，以抢夺市场，并借
生育高峰推高价格

张路军是在 2008 年进
入月嫂行业。他目睹这潭
水，如何从清澈变为浑浊。

那一年，他给妻子请了
一个月嫂，并发现整个行业
还处于低端经营。他便从外
资电信公司辞职，找了几个
同学入股，开办月嫂公司。

此后的一两年，更多月
嫂公司如春笋般冒出。好
几个原来在张路军公司做
客户经理的，都“单飞”了。

这些月嫂公司各有各
的生存途径：有的是老月
嫂，带着几个姐妹，靠一些
老客户和去医院拉活；有的
依靠人脉关系，“吃定”一家
医院，通过医院介绍客户；
也有的靠广告投入，在百度
等搜索网站购买关键字和
排名广告位。

一些刚成立几个月的小
公司可能宣传成十年老店；
公司里没人懂外语，却自称
是涉外经营的国际公司。

张路军形容现在的“月
嫂”产业，“是一个百团混战
的时代。”

行业竞争加剧，也推动
广告成本增长。张路军发
现，不少月嫂公司每天在网
络上投放的广告费达两三
千元，是三年前的几十倍。

于是，月嫂公司纷纷抬
高月嫂价格，摊薄成本。龙
年伊始，年前还是6000元的
档位，年后就涨到8000元。

“不涨价怎么行？如果
维持原价，月嫂都会跑走。”
张路军觉得，龙年天价月嫂，
某种程度是行业合力所致。

月嫂也在有意无意地
抬高身价。

苏州街 33 号公寓是知
名的“月嫂大厦”。这栋大
厦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家月
嫂公司。有经验的好月嫂，
是各大公司争夺的紧缺资
源。在这里，月嫂的档案重
复率相当高。不少月嫂都
挂靠在好几个公司，哪个公
司给的高，就去哪个公司。

限价还是促销？

青岛一月嫂公司
向媒体公布自己公司价
格，并称为“行业指导
价”，吸引来不少客户

各地月嫂涨价，有媒体
呼吁，政府应加强监管。在
此之际，山东媒体爆出，青
岛对月嫂发出限价令。

媒体称，2 月初，青岛
市妇女就业创业指导中心
出台了各级别家政服务员
指导服务价格，以指导和规
范 家 政 服 务 员 的 服 务 价
格。其中，价格最贵的为状
元月嫂，4000元/月。

3 月 22 日，爱心大姐服
务社的单经理告诉记者，消
息是他们公司发布的，所谓
限价令，是媒体误读。

单经理说，他们只是向
媒体公布了服务社的月嫂
价格。

但单经理公布价格时，
把自己公司的月嫂价格，称
之为“行业指导价”。

他解释说，因为他们公
司在当地的市场份额最大，
他们只是想告诉顾客，现在
市场太乱，但他们不会涨价。

爱心大姐服务社，是青
岛市妇联成立的中介服务
机构，受青岛市妇女就业创
业指导中心管理。

单经理说，公司在公布
了“行业指导价”后，用户明
显比以前多了。

青岛一业内人士说，这
不是借限价之名，来给自己
公司促销吗？

3 月 27 日，记者致电青
岛爱贝佳月嫂公司，当询问
起金牌月嫂的价格时，工作
人员依旧给出了 8 小时四
千多元的报价，高出“指导
价”近千元。

理性，泡沫才会灭

产科医生章蓉娅说，
产妇、婴儿护理常识都
很简单，可以自学，消
费不应盲目

对于目前出现的天价
月嫂，北京家政服务协会会
长李大经表示，他反对政府
干预，应该由市场主导，通
过供求关系的杠杆来调节。

章蓉娅说，只要产妇多
些理性，自学些护理常识，
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天
价”月嫂失去了盲目追捧，
便会理性回归。

有妈妈常问章蓉娅，不
请月嫂我根本不会照顾宝
宝，怎么办？章蓉娅告诉她
们，其实月子里的宝宝最省
心，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照
顾宝宝的活加在一起无非
就是换尿片、喂奶、拍嗝、外
加脐带消毒和洗澡抚触。

唐晓辉和刘丹丹便是
一对理性的小夫妻。

今年 1 月，宝宝诞生，
唐晓辉的妈妈从贵州老家
来到北京。按计划，唐晓辉
的妈妈白天坐月子餐，照顾
刘丹丹和宝宝，唐晓辉下班
回来换班。

实施两天，唐妈妈感觉
有些累。于是，唐晓辉请了
个不住家的保姆，负责买
菜，打扫卫生，洗衣服，一个
月 2000 元。价格是普通月
嫂的一半。

刘丹丹则在怀孕期间，
便买了育儿百科全书，产后
恢复常识等书，学习了好几
遍。一些重点注意事项，还
都画了红线。

在他们夫妻俩的分工
里，刘丹丹产后以照顾自己
为主，抱宝宝等体力活儿交
给唐妈妈和唐晓辉。

为此，唐晓辉也做了准
备。每天下班后，他推掉饭
局，赶回来陪老婆孩子。最
开始，他也不会抱孩子。唐
妈妈指导几次，他也熟练了。

张钰离分娩还有两个
月。她听了上述故事，开始
冷静思考。

“保姆肯定是要请一
个，毕竟我老公什么都不
会，买菜、做饭都不会。”沉
思半晌后，张钰说。

53% 选 父 母
能来会来，但
月嫂更专业

●请月嫂最主要原因？

10%选双方父母都没
法前来照顾产妇

37%选父母能
来会来，但不
想他们太累

86%产妇表示，没关注此问
题，不知道

14%产妇表示，所请月嫂学
过营养配餐

●请的月嫂学过营养
师营养配餐等课程？

95%产妇表示，不知道月嫂
是否学过早教课程

5%产妇表示，所请月嫂学过
早教课程

●请的月嫂学过婴儿
的早教课程？

本报调查北京近百名
产妇，他们来自媒体、国企、
教师等行业，有 80%产妇请
的 月 嫂 价 格 在 5000 元 —
8000 元；10%产妇请的月嫂
高于 8000 元；而没有人请的
月嫂是低于 3000 元。大多
数产妇认为月嫂价格 4000
元—6000元为合理。

40%表示，收
入比较高

●做月嫂最主要原因？

3%表示喜欢
照顾孩子

27%表示技
术要求不高

30% 表 示 ，比
较轻松，不累

53%表示，培
训一个月以上

●成为月嫂前有过多
长时间专业培训？

27%表示，没有培训

20%表示，培
训一周

53%有劳动就
业部门印制的

27%月嫂表示，没有证书

●你有什么样的月嫂
培训或者资格证书？

43%表示，早
教没有用

20%月嫂表示，学过早教

●你是否学过婴儿的
早教课程？

本报调查北京近百名
月嫂，她们年龄从 36 岁—53
岁不等。这些月嫂中，有
20%的来自农村；46%的月嫂
曾是下岗职工。其中 60%的
月嫂每月收入在 5000 元—
8000 元，20%的月嫂收入在
8000 元以上。没有一个月
嫂的收入在3000元以下。

20%有家政
公 司 自 己
发的

37%表示，没
学过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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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月嫂因为收
入高才做这一行

53%产妇雇请月
嫂是因为她们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