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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罗传达核实报道：昨天我赶到萧山义
桥，在新义名苑小区见到了 5位 80后妈妈：1984
年生的倪妈，中专学历，女儿读二年级，儿子 19
个月；甘妈 1985年生，中专学历，大儿子读小学
一年级，小儿子刚学会走路；汪妈 1986年生，大
专学历，儿子读小学 2年级，女儿 3岁；王妈 1988
年生，本科，刚生了个女儿；徐妈 1984 年生，本
科，湖南人，女儿 3岁。她们的老公都在滨江做
生意或上班。

为什么做着全职妈妈，还要在家找活干？
她们先算了一笔经济账。
甘妈说，一家人的开销，一年起码要十万，好

在今年老公生意开始有起色：“2007年，我和老公
从甘肃来杭州，5000元一个月开始做一个食堂，
当中不知道吃了多少亏哦，直到今年才好了一
点，以前我还能帮他，现在只有他一个人。”

王妈只生了一个，可平时开销也很节俭。“我
们家小孩所有的衣服都是亲戚给的，奶粉也不用
买，喝的是母乳。这样下来，一年养个小孩也要
两三万。我不会生二胎的，要再生一个，又得在
家呆很久了。我觉得女孩子还是要上班，为家里
分担些，我所有的女同事，基本生完孩子都回来
上班，有些才生三四个月就放手了。”

其他三位妈妈也都说，全职在家开销很大，
不能全靠老公一个人赚钱。

说完经济账，妈妈们又算了“精神账”。
倪妈有些焦虑，说自己在家没有安全感。平

时除了看手机看电视，订了一份报纸每天看得很
细，前天报纸上有一条新闻（3月 20日快报浙江
新闻版）说一个女士和前夫离婚后认识了现在的

老公，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全职在家，家里开销都
要老公一人承担，老公脾气变得越来越大，结婚
一年半经常被老公打，每次跟丈夫要生活费都胆
战心惊的。

倪妈说这条新闻让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
道”。王妈在一旁补充：“就是说喽，女人经济独
立会好一点，会有保障，会有安全感。经济独立
的女人，更受人尊重⋯⋯”

“而且，一直呆在家里，以后再出门一步都
难，感觉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没有存在感，找点
工作来做，也能充实一下。”王妈说。

汪妈说，她的一天是这么过的：“7:30起床，
8:30送小孩上学，回来再带小的（还在睡），中午
吃吃饭，下午看看电视，就去接孩子，回来再烧
饭，吃吃饭，出去逛逛，然后睡觉，小孩要晚上八
九点睡，我要十点睡，一般这个点老公回来。”

甘妈说，“儿子放学以后，都是我在管。一年
级要培养学习习惯，他做作业我必须在边上监
督，小动作特别多，必须看得牢牢的。男孩要多
操心一点啊，偶尔要去房间瞄一眼，如果开小差
了，就提醒一下。”

“好想去上班！既有经济收入，又有社会价
值感。在家里照顾孩子、老公和全家，当然也有
很温馨很有成就感的时候，但体现不出自己的社
会价值。我们也读过几年书，如果一直在家里像
保姆一样带小孩，就有点太⋯⋯”倪妈说。

5个妈妈中，有3个已经生了二孩，她们这下
更走不出去了。

既然一个已经这么累，为什么还要再生一个？
倪妈说得很动情，“我是独生子女，人家都有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从小就很羡慕。一个人长
大，遇到事情连个商量的都没有，要是有兄弟姐
妹的话就好了，家里有什么事不想说给别人听，
有兄妹至少有地方说，两个孩子一起成长也有伴
呢⋯⋯”

找工作的事她们也想过，不过看来蛮有难度。
王妈说，儿子一个同学的家长，后来就出去

找了份工作，一天干 12个小时，1800块钱一月，
“很辛苦，可那点钱买菜都不够呢。”

“想做服务员呢，人家不要，做清洁工呢，过
不了自己这一关，”汪妈笑笑说，“我们现在没工
作的话，老公有能力把家里养好还好，老公没能
力的话，孩子长大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关于找工作，3位妈妈都说有一种深深的焦
虑感，而且每天都有。“你现在有小孩，想去一个
地方没地方去。你跟社会脱节，再去找工作就比
较困难了。”

“因为要全职在家，就不能去公司上班。我
们就想在家找一份活做做，比正常上班的低一
点，六七块、七八块一个小时都可以。”徐妈说。

“你们上班的么天天不想上班，我们不用上
班的天天想上班。”倪妈说。

“所以我们就想，如果工厂里有一些手工活，
让我们领回来做，一方面我们可以打发时间，也
可以赚一点零用钱补贴家用，我们买房住在这
里，厂里应该很放心的，不会担心货被拿走，我自
己会开车的，可以去拿货回来分给妈妈们做，至
少我们小区里我认识的全职妈妈有20多个。我
们可以穿珠子啊，剪线头啊，钉纽扣，还有一些缝
纫车工方面的活，我们都可以的。”

你们上班的人天天不想上班，我们这些在家的人天天想去上班⋯⋯

萧山义桥一群年轻的全职妈妈
想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做点手工活
昨天她们和记者聊了很多心里话

记者 张超 文/摄
前天，陆阿姨和龚阿姨给快报官微留言：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杭一棉子弟小学的学
生，我们班有 4位同学在桑庐长大，桑庐也是我
们儿时常去玩耍的地方，几天前几位同学相约
重游桑庐，结果在门口的景点介绍牌上竟然发
现了多处错误。

桑庐周围拱宸桥附近，当年有三大厂，浙江
麻纺织厂（浙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丝
联），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一棉），每个厂区都
有万把人。龚阿姨和陆阿姨当年就在桑庐附近
的杭一棉职工子弟小学读书，1965级六甲班，有
50多个同学，毕业后就近上了拱宸中学，1968年
响应“上山下乡”号召，远的去了黑龙江，近的去
了富阳等地。知青回城，他们中有的进了杭一
棉上班，比如鲁师傅，顶替大他 20多岁的大姐，
进了杭一棉下属杭州印染厂，后来当了销售科
科长。有的去了别的行业，比如龚阿姨，考上了
审计局公务员，庄师傅当了兵，吴阿姨去了第一
汽车运输公司做驾驶员⋯⋯这些老同学如今年
龄都在65岁上下，都已经退休了。

多年失去联系，后来两个老同学偶然遇上，
再一个一个联系别的同学，后来越来越多，如今
全班大部分同学都联系上了。

今年 3月 10日，二十几位老同学在拱宸桥
附近开同学会，饭后，鲁师傅、庄师傅、龚阿姨、
吴阿姨、陆阿姨几人回到桑庐，故地重游。

他们转了一圈，注意到门口的景点介绍
牌。吴阿姨说，他们几个小时候就住在桑庐，对
这里很熟悉也很有感情，所以看到这些错误，心
里很不是滋味。

昨天我也去现场看了看，景点介绍牌立在
桑庐东门入口处，咖啡色，高不到两米，有中英
韩日四种文字，最上面是中文。

吴阿姨他们指出的6处错误如下：
“直到 1945年战败投降”写成“知道 1945年

战败投降”；
“杭一棉”写成“杭一面”；
“于1946年”写成“与1946年”；
“解放后”，写成“后来，解放后”；
“大宅院占地8亩”和“据实测文保建筑面积

2300多平方米”，计量单位不统一；
第二自然段第三行，“新光蚕种场，。”逗号

后面紧跟一个句号。
桑庐一位保安说，这块牌子立了三四年，以

前也反映过上面的错误，但一直没人修改。
昨天我联系了桑庐产权单位。一位工作人

员说，目前运河景区原有的 4A级景区介绍牌、
标识牌都已经在整理了，马上要做新的，原来
的错误也会更正，景区在做创建 5A级景区的筹
备工作。

前天10:41，倪女士来电：我住在萧山义桥新义名苑，我们小区里有很多带孩子的妈妈，都是全职妈妈，我们大
家商量过，想找一份手工活在家里做做，快报能不能帮帮我们。

“杭一棉”不是“杭一面”
杭一棉子弟聚会重游桑庐 介绍牌发现6处错误

民声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