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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生，姥姥养 外婆成了带娃“主力”
专家：老人带娃只是临时替补，不应被“捆绑”

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人，

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来照顾晚

辈的比例高达43%。在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有这

么一句话，“妈妈生，姥姥养，爸爸回家就上网。”采访

中记者发现，因为种种不同原因，外婆成了带娃“主

力”。专家表示，无论是哪方带孩子，外婆、奶奶都不

应被“捆绑”，老人带娃只是临时替补。

□阮仁英 王玉荣 记者 祁琳

合肥瑶海区一位长期从事基层居家养老服

务的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子女，一方面

不能将自己的责任全权交给父母，毕竟“带孩

子”并不是他们的义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不要压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合肥芝麻开门心理咨询中心的张量主任告

诉记者，孩子最好还是自己带，但现状多不如人

意，多会选择一方带孩子，但如果双方父母都有

合适的时间和经历，不妨多带带孩子。“作为妈

妈，当然话语权更多一些，心理上因为熟悉而选

择，妈妈更熟悉自己的妈妈，心理上更容易接受

的自己父母。”张主任说这个主观原因导致外婆

带孩子的居多。

张量主任称，老人带孩子的观念与年轻人

自然是不同的，出现矛盾，当然与自己母亲容

易沟通一些，但年轻的父母要注意，“抓大放

小”，不要因为一件小事，譬如吃零食这样的事

情引发更大的矛盾。“在婆媳关系上，妈妈难免

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避免在带孩子问题上放

大，造成连锁反应。”

专家建议，年轻父母要注意“抓大放小”

就算出门一天
外婆都要准备好一家饭菜

今年 57 岁的杨阿姨，家住合肥市明光路 200

号，她利用参加巡逻队的间隙接受了记者采访，“外

孙生下来就我带了，现在晚上都是跟着我。他奶奶

年纪大，身体不好。”

杨阿姨回忆道，几年前，孩子出生，女儿没有母

乳，坐完月子后就匆忙去上班了，“孩子就留给我带

了，从那之后，就没怎么离开过我。”

虽说女儿一家住在瑶海公园附近，距离算不上

很远，但因为在公交公司上班，工作时间特殊，早出

晚归，“有时候早上 4 点就出门了，晚上 11 点半才回

来。”杨阿姨说，这样子的工作状态，她也是心疼女

儿，照顾孩子的重担就一直在她身上。

回忆起多年前的一天，“女儿独自带孩子睡觉，

第二天状态很差，她告诉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就怕

压着孩子，我想也是心疼女儿，就把孩子带回来了自

己带了。”

每天杨阿姨都是忙得脚不沾地，早上孩子吃饭，

送去上学，回来路上买菜；中午照顾孩子吃饭睡觉，

送去上学，下午再接回来；晚上要照顾一大家子的吃

饭。空闲的时候，她还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活动，是社

区巡逻队的一员。这样的生活，简单且有节奏，但是

杨阿姨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空间。

“前段时间，巡逻队的姐妹们组织一日游，我还

赶在前一天，烧好了菜才走的。”杨阿姨告诉记者，从

前早上她还会去晨练，现在也放弃了。

嘴上虽说太累了
还是要带着俩外孙女

张阿姨住在合肥北一环附近的兰亭苑小区，今

年 53 岁，经她手带大了两个外孙女，“大宝 4 岁，小

宝 2 岁。”

张阿姨说，因为亲家身体不好，自己就担起了这

个担子，“女婿工作时间也特殊，是铁路上信号员，隔

两天会有一天 24 小时在岗，女儿是老师，不能耽误

孩子们工作啊。”

带完大宝后，张阿姨坦言，不想带第二个孩子

了，实在是太累了，但是她还是心疼女儿，“现在好

一些了，毕竟大的去上幼儿园了，小的是我的‘小

跟班’。”

退休前，张阿姨就爱好唱歌跳舞，退休前曾计划

过将来去老年大学学习，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了，没有

时间。但张阿姨也没有放弃，没事的时候，会和邻居

朋友们一起自己组织唱歌跳舞。

没有哪个家庭是相似的，但带娃的老人定是很

累的，张阿姨的生活时间上安排也很紧凑，每天早上

4点钟，张阿姨就起床了，起来做家务，准备一家人的

早餐，安排好一家的生活。

每天晚上10点，张阿姨就要睡觉了，“雷打不动

要睡觉了，不然我身体上吃不消，女儿也住在这里，

孩子晚上照顾要好一些。”

傅阿姨今年 61 岁，外孙已经 5 岁了，回想

带孩子的这几年，傅阿姨说，就算再忙也要抽空

去玩一下，发展自己的爱好，锻炼身体，“只有身

体好了，才能更好地带孩子呀。”

傅阿姨家住合肥北一环附近一小区，因女

婿是一名军人，女儿一直还住在家里，后来女婿

退伍转业去了南京，只有周末放假才能回到合

肥，所以外孙就一直放在傅阿姨这边。

“女儿有正式工作，女婿又不在家，总

不 能 让 女 儿 带 孩 子 放 弃 工 作 吧 。”傅 阿 姨

说，孩子奶奶那边，也是孩子大了之后参与

进 来 带 孩 子 的 ，但 主 力 还 是 在 傅 阿 姨 这

里 。“ 奶 奶 家 住 的 不 算 远 ，早 晨 过 来 送 孩 子

去 上 学 ，但 下 午 放 学 时 ，还 是 我 们 去 接 回

来 。”傅 阿 姨 说 ，毕 竟 孩 子 还 是 需 要 跟 奶 奶

多接触接触，促进感情，奶奶的帮忙也可以

让自己稍微放松一点。

傅阿姨闲暇时分，也会约上姐妹邻居们发

展爱好，唱歌跳舞，还想着组建一支队伍，不过

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了孩子身上。“10 月份我

们几个姐妹去湖北旅游，去了六天。”傅阿姨

说，外孙的生活安排与奶奶家换了，白天由外

公送去上学，放学由奶奶接回去照顾晚饭，晚

上再送回傅阿姨家中。

“回来时就听家里人说，奶奶都要‘黔驴技

穷’了，照顾三天晚饭后，都不知道该烧什么给

孩子吃了。”傅阿姨笑着说，虽然听起来是个笑

话，但外孙跟着自己生活起居，衣食住行，件件

都需要操心，事事都需要过问，的确是一件很

辛苦的事情。

外婆出门旅游六天，奶奶“黔驴技穷”了

家住合肥市蜀山区的叶女士，对自己母亲总

是心有愧疚，“孩子一直跟着外婆，但母亲身体不

好，颈椎病经常犯，常常喊着这里疼那里疼。”

叶女士家孩子两岁多，正是调皮捣蛋的年

纪，外公还没有退休，等于是外婆一个人带着孩

子，“不仅要带孩子，家里的家务活，外婆也承担

着，很辛苦。”叶女士说，公公婆婆是在外省，加

上身体不好，也没想到麻烦他们，“这样的情况

也是麻烦，逢年过节回去一下，孩子怕生，几乎

不认得爷爷奶奶，老人估计也挺伤心的。”

叶女士说，朋友同事间像她这样情况的很

多，孩子多由外婆带着，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

爷爷奶奶身体不好，身处外地不方便，有的则是

怕与婆婆闹矛盾，“毕竟是自己妈妈，有时候说

话不用太那么顾忌。”

叶女士说，就女儿断奶的事情，她和母亲

曾闹过矛盾，“老人家的看法毕竟跟我们不一

样，觉得不一定要吃母乳，但我们觉得尽自己

可能要给孩子多吃母乳。”就为这件事，叶女士

现在回想一下，当时可能是气着母亲了，“但还

好啊，毕竟是母女啊，事后我们找到一个折中

的办法，我也向母亲道歉，母亲也很快忘了这

件事。”叶女士说，如果是跟婆婆说这件事，也

许处理得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作为女儿，与母亲沟通更容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