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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生养宝宝不容易，于是在当
下，很多年轻父母把自身的压力进行了
转嫁。“隐性啃老族”、“隔代啃老族”在
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生过宝宝
后，年轻父母对长辈的依赖明显增强，
生过宝宝后，与父母同居的占绝大多
数。而同居过程中，长辈在日常生活和
宝宝用品上的支出则明显增多。也就
是说，很多年轻父母在自觉或不自觉地
“啃老”。

星级记者 张华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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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老人家里专职带娃，宝宝出生第一个月老人家花了5万元

你是“隔代啃老”族吗？

母婴店门口老人为孩子整理衣服社区边上的母婴店

刘庆和冯生，这对老夫妻在一家单

位上班，一个去年5月退休，一个去年8

月退休。因为单位不错，老两口的工龄

又长，退休后，两人加起来一个月的收

入有八九千元。

“吃穿不愁”刘庆这样形容自己的

生活，在经历了和老伴短暂的旅游生活

后，今年1月刘庆再度“上岗”。“家里添

孙子了，我这个老保姆也就上岗了。”刘

庆笑嘻嘻地说。

在添孙子之前，刘庆和冯生并不和

儿子、媳妇住在一起，现在则天天生活

在一个屋檐下。刘庆每天早上先起床

去楼下买当天的菜品，同时烧好早餐，

然后和媳妇一起帮宝宝洗脸，换纸尿

裤，中午一顿午饭，下午会和冯生一起

带孙子去小区里逛逛。晚上刘庆会和

媳妇一起给宝宝洗澡。

“虽然有点累，但还是蛮幸福的，

儿子、媳妇晚上都是自己带宝宝，我们

主要是白天帮帮忙。不过，以前同事、

朋友的一些聚会，就没法参加了。”刘

庆说。

“因为宝宝用品，是儿子和媳妇很

早就开始网购备货的，这方面我们没花

什么钱，不过，满月酒的钱是我们出的，

高兴么。这段时间，买菜的钱也是我们

在出，儿子和媳妇都说给我们钱，不过

我们的工资还可以，完全没这个必要。

他们给了两次，我们都没收，后来也就

不再给了，孩子们赚钱也不容易，我希

望他们多存点钱，为宝宝未来多打算一

下。”刘庆说。

刘庆和儿子商量好了，等宝宝一岁

以后，还是要分开住，“能帮的忙，我们

老两口肯定帮忙，但现在的小年轻也确

实要多承担些责任、多锻炼锻炼，我们

年纪大了，总有不在的一天，他们要学

会自己承担。”

老人接孩子放学

张凤琴，还有两年才退休，40天前迎来

了小孙女。“之前跟儿子、媳妇商量好了，我和

老伴都还没退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很多忙

帮不上，我们就出钱。”张凤琴告诉记者。

张凤琴和老伴一起做着小买卖，一年的

收入大概在20万，她儿子的工作很稳定，但

收入不高，月薪3000元左右。“媳妇怀孕，我

们也没时间去帮忙，就帮忙请了保姆，一个月

3000元。”张凤琴说。

宝宝出生这一个月，张凤琴给儿子和媳妇

定了一个月嫂，8000元一个月，送了一辆1万

多的婴儿车，还送去很多尿不湿和玩具，并给了

媳妇2万元，让他们缺什么买什么。“5万元，随

随便便就花出去了”张凤琴说，“其实，儿子和媳

妇没有跟我们要什么，除了生孩子那会希望订

个单间病房，然后宝宝头个月能请月嫂帮忙外，

没提过其他要求。但我总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张凤琴直言，虽然近两年生意有了些起

色，但5万元也不是小数目，不过她清楚儿子

和媳妇的朋友圈里，有很多公公婆婆是在身边

照顾媳妇和儿子的。“感觉到对他们有些愧疚，

所以我就多花点钱，感觉上能弥补一些。”

“现在月嫂走了，我们还是没时间帮忙，本

来想花钱请育婴师的，后来孩子们把岳父岳母

找来帮忙，我们每个月出3000元的生活费，儿

子说不要，但我们一定会照常给。”张凤琴说。

王强是一位85后打工仔，在南方打工期

间认识了四川的女孩余晓玮。去年3月，王强

与余晓玮回到了在安徽农村的老家，原因是余

晓玮怀了王强的孩子。之后，王强在老家办了

婚礼，并在去年12月迎来了自己的儿子。

“宝宝现在太小，他妈妈要喂母乳，我父

母干农活又很忙，我在家可以多照顾一下老

婆和孩子”，王强说，“所以我就没有出去打工

了，我准备等孩子一周断奶后，把孩子丢在老

家，跟老婆再一起出去挣钱。”

对于儿子和儿媳的决定，王强父母倒也没

什么意见，两位老人是不多的留守农民，有田、

有池塘，种的庄稼，养的鸡、鱼、猪。“钱家里是

没有多少，不过4个人的吃饭问题还是能解决

的，宝宝有母乳，在农村我们就土办法养了。”

王强的父亲这样跟记者表示。

不过，余晓玮倒是不太同意王强的决定，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出息了，更应该趁早赚钱，

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我是希望王强能趁

早出去打工。等我给孩子断奶，也会出去打工

的，孩子不能一直丢给公公婆婆带，等到上幼

儿园、上学了，我肯定要把孩子接走的。”

在合肥新建小区的周边门面，母

婴店几乎成为标配，有的甚至一个小

区配有三四个母婴店，生意照样火

红。有意思的是，在记者的探访中，很

多给宝宝买东西，或是陪宝宝游泳、洗

澡的并不是宝宝的父母，而是爷爷、奶

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同样的，在多

个小区的孩子游玩区域，即有儿童滑

梯的地方，记者看到的，更多的是老人

陪着孩子。

据此，记者以电话和微信的方式，

随机采访了百名80后年轻父母，调查

显示，只有2对夫妻“完全是自己带孩

子”，有超过7成的年轻父母“孩子的爷

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在家里帮忙”，而“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有经济资助”的占到9

成以上。

有意思的是，在记者的调查中，超

过6成的年轻夫妻认为，“生儿育女是

自己的事，父母只是帮忙的”，但却有超

过9成的年轻夫妻表示，“希望父母来

帮忙”。而在另外一项对百名有孙子或

孙女的老年人调查中，超过8成的人表

示，“愿意为子女带孩子”，并有近6成

表示，“乐于带孙子或孙女”。

“退休”老人
家里专职带娃AA

宝宝出生一个月老人家花了5万元ＢＢ

两个老人养着5个人CC

【调查】

老人带娃是否“天经地义”？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