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例1

心有余而力不足型
“月光族”，想要孩子只是梦

“我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老公的3000多点，我们俩

加一起才 6000多，一个月除去房贷 3000、水电费等日常

开销近2000，根本剩不下来什么钱，这点钱养活俩大人都

勉强，怎么敢要孩子啊。”小王是驻马店人，和老公大学毕

业后就直接留在了郑州，现在已经工作3年，虽是买了房

子，但是当房奴的滋味真不好受。

“父母也不是没催我们要小孩，但是我们拿什么养孩

子呢？总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跟我们一起受苦吧，所以

还不如现在不要小孩。”小王说，曾经为了要孩子，她和老

公也考虑过回老家，但是觉得好不容易在郑州立足，又不

想放弃。

小王觉得郑州的教育、医疗还是要比家里好，因此要

孩子的事还是缓缓，等过几年条件好了再说，“这样我们

也不会觉得亏欠孩子太多，自己也能好好奋斗几年。”

在郑州，像小王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老家在外

地，拿着不多的薪水，和另一半一起供房，对于要孩子这

件事光想一想压力就很大，更别说养孩子了。

事例2

找外援型
找双方父母来帮带孩子

在街头巷尾经常能看到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带着

小孩，这已不算稀奇。

“儿子跟儿媳工作太忙，我退休在家也没什么事，只

要儿子那边忙得转不开，我就跟老伴儿一起过来帮帮

忙。”今年55岁的李先生说，自己这是发挥余热，只要身体

允许，他很乐意带自己的小孙子。

可是，找外援虽然省力了，也有矛盾和麻烦。在现实

社会里，存在很多“3+1”或“七星捧月”的形式，“3+1”就是

三个大人加一个保姆，“七星捧月”是年轻父母、四个老人

再加上保姆，这架势，用“人力资源过剩”来形容一点也不

过分。但是，过多的人参与，就会出现意见不合，从而造

成不必要的矛盾，或者是让本来就紧张的婆媳关系，更是

雪上加霜。

郭女士可不认为找“外援”好处多多。“我儿子今年 4
岁了，我看周围朋友的孩子都去学特长班，我就给孩子也

报了个舞蹈班，让孩子他奶奶每天带他去，没想到前几天

我去培训班里没看到孩子，一打电话他们在街心公园玩

呢，问婆婆，她说她让舞蹈班把学费退了，她要留着以后

给孩子交学费。”对于婆婆的这种做法，郭女士很无语，

“她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下再作决定呢？也没办法说她，

毕竟她是好心，知道我和老公赚的钱不多。但是，我觉得

父母辛苦下没什么，可不能怠慢孩子，现在谁家的孩子不

是这班那班的报着，我是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毕

竟关系到孩子的以后。”

事例3

亲力亲为型
亲自上阵的专职妈妈

“我觉得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都不如自

己带孩子好。”曹女士已经做了5年专职妈妈，对于这个称

呼，曹女士刚开始可接受不了。

“我原来也有工作，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就决定把工作

辞了，一是我老公赚钱还算多，二是我不放心老人带孩

子，也不是说他们带不好，就是觉得他们带质量不高，他

们就让小孩吃饱穿暖就行了，但是现在养孩子还真不是

那么简单就行，小的时候做检查、打疫苗，再大点就要上

早教班、特长班，平时还要注意补充各种维生素，参加各

种训练，很是费神费力，这么一系列做下来，我一个年轻

人都有点受不了，更不用说老年人了。”曹女士说，关键是

老人看着他们这样花钱心疼，自己干脆辞职在家专门照

顾孩子，孩子能得到好的照顾，也不给家里老人增添负

担，她觉得这样挺好。

社区报 唠家常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小儿难养”却成普遍现象
今天咱们一起聊聊养孩子的那些事儿

究竟是孩子难养，还是父母不会养？

随着8 0 后陆续奔三，这些都市中的“小大人”逐渐开始了养儿育女的生活，电视剧《小儿难养》应运而生，围绕生儿、养儿展开的话题以

接地气的方式呈现出8 0 后养儿育女的苦乐悲喜。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小儿难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面对“现在养一个孩子比过去养几个孩子都贵”的事实，年轻人与老一辈人对“养

孩子”所持的态度千差万别，年轻人总想趁着年轻多奋斗几年，等经济条件好了再要孩子，可家里老人却等不及。

为此，两代人往往因为养育观点不同而发生矛盾，今天咱们就聊聊养孩子的那些事儿。 郑州晚报记者 赵柳影 实习生 刘莉莉

拨打晚报热线96678，或@郑晚社区报，把你想唠的
内容告诉我们。你也可以加入“中原二七市民记者群”，
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唠唠家常，分享和讨论各自的家长里
短，我们的群号是：223103246。或者把你想说的话传到
我们的邮箱：zzsqb@sina.cn。期待你的声音哦！

■参与方式

养儿育女，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现在大多数家庭都

是独生子女，家长们更是对孩子倾注了全

部的心血和希望。通过上述的事例，我们

不难看出，人们发出“小儿难养”的声音也

自有原因，但养孩子是真的那么难，还是

我们不会养呢？

网友“温泉朱”：现在家长都不会带孩
子了，什么都寄托在早教上，什么都要花
钱去学，什么都想给最好的，洗个奶瓶都
要搞得很复杂，又是烘干，又是消毒，又是
加热，什么都靠机器，靠科技，不累死才
怪。孩子压力也很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的，小心别适得其反。

网友“读你千遍”：有老人带孩子的都
觉得生活压力不大，没老人带孩子的都觉
得压力大。我们孩子都上小学了，爱人还
经常回味当初婆婆来看孩子的幸福时
光。现在很多家庭都要两个孩子了，虽然
我爱人是全职太太，但她就表示有老人来带孩
子，就可以考虑再生一个，否则坚决不生。

网友“我就是我”：和老公大学毕业留
在郑州，结婚，生子，买房……刚开始买房
的时候最难，首付只有两万块，其他的都
是东拼西凑，五千、三千、两千的借，缺钱
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难，不过现在都过去
了，婆婆帮忙带着孩子，压力还小点。

网友“陈贵云”：在城市养好孩子真的
不容易。上次带孩子去英孚教育试听英
语，说是全英的有外教，开始一年下来就
得1万多，这样算来，再加上什么绘画班、
舞蹈班、琴艺班、写字班……一年下来好
几万呢，这还没有开始上小学呢，花费都
一路飙升，真是伤不起。

不过，究竟怎么养小孩，郑州树人中

学老师李庆华建议，如果年轻父母准备要

小孩，前提一定是手里有一些可以支付孩

子出生包括之后一段时间的积蓄，并且一

方最好有稳定的工作，这样对孩子是一个

保证。另外，作为丈夫和父亲角色的男人，

必须为孩子的出生奋斗，不管是经济上的

还是关爱上的。

■你一言我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