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去副厂长，做起专职月嫂
滨城区彭家居委会杜玉宝为了照顾未来的孙儿报名参加月嫂培训，竟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文/片 本报记者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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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杜玉宝家住滨城区彭家居委
会，六七年前所工作的三棉棉纺厂
倒闭后，便应聘到一家个体棉纺厂
做副厂长。杜玉宝有个儿子今年 27
岁，准备今年 3月份结婚，她就一直
盼着能早点抱上孙子。为了方便照

顾未来的孙儿，2011年杜玉宝专门
到滨州好大姐月嫂培训学校参加
了系统的月嫂培训。

“当时想着孩子也大了，等到
有孙子我得照顾啊，现在都讲究科
学护理，我就想去好好学习学习。”

杜玉宝笑着说，经过半个多月的学
习，2 0 1 1 年 8 月份，她拿到了培训
合格证。但她并不满足，随后又通
过全国考试拿到了高级月嫂培训
合格证，“总感觉拿到证书心里才
更踏实。”

燥 为方便照顾孙儿报名月嫂培训

48岁的杜玉
宝一聊起育婴知
识就收不住话匣
子，抚触、洗澡、
脐带护理……一
项项讲得头头是
道，俨然是一位
资深月嫂。不认
识她的人一定不
会猜到，一年多
以前她还是个体
棉 纺 厂 的 副 厂
长，为了照顾未
来的孙儿，她报
名参加了月嫂培
训，没想到竟一
下子喜欢上这份
工作，从此不做
副厂长专心做起
月嫂。

从参加培训了解了做月嫂的专
业知识后，杜玉宝就深深喜欢上了
这个行业，“当时觉得年纪有些大了
工作太累，厂里效益也不怎么好，就
想着不如干脆就做月嫂吧，等孙儿
出生就更有经验照顾了。”就这样，
杜玉宝辞去了副厂长的职务，正式
开始投身月嫂行业。

一开始，杜玉宝只照顾已经一两

个月大的婴儿，有了一些经验后，开始
照顾新生儿。“以前也没有发现自己有
这么喜欢孩子，自从当了月嫂后，真的
是看一个就不愿离开了。”杜玉宝告诉
记者，她从产妇待产就一起在医院陪
着，一直到出月子。为新生儿做抚触、
洗澡、脐带护理，还有产妇恢复护理，
一个月下来，看着宝宝健健康康，长了
体重，是杜玉宝最开心的事，“每次要

离开时，心里都特别有成就感。”
现在杜玉宝已经顺利照顾过12

个宝宝，成功晋级四星级月嫂。“马
上就能升到五星级了，再向上就是
金牌月嫂，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就更
高了。儿媳妇开玩笑说，要我赶紧成
为金牌月嫂，说等到有孩子不是金
牌月嫂不用，我还要继续努力啊！”
杜玉宝笑着说。

燥 辞去副厂长职务，变身星级月嫂

刚开始辞去副厂长工作做起专
职月嫂时，杜玉宝周围的亲戚朋友都
不赞成。“在大家的旧观念里月嫂并
不能算是正式工作，放着体面的副厂
长不做，去给人家伺候月子，周围的
人都不看好，都说我做不了多久。”杜
玉宝说，“现在我不仅做得挺好，而且
已经介绍了7个亲朋好友也加入到这
个行业。”

杜玉宝说，周围很多和自己一般
年纪的人，有下岗的，有单位效益不好

的，还有一直在家闲着的，“其实大家
都想能有份稳定收入的工作，只是碍
着面子不愿意来做月嫂；再就是怕自
己做不好，照顾不了月子。”杜玉宝告
诉记者，自己一开始也没想到原来当
月嫂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有那么多
的专业知识要学习，“一般人还真干不
好月嫂，这是一门讲究技术的活。”

杜玉宝说，现在大部分人们的
观念都转变了，对照顾月子也都格
外看重。“我照顾的那些产妇对我都

很好，很尊重，咱拿人家当自己的孩
子对待，人家自然也跟咱亲，我做得
很开心。”

现在工资虽然没有当副厂长时
多，但杜玉宝说，现在不管是精神还
是身体都比以前要轻松很多，而且自
己工资是随着星级的升高不断增长
的，这样就更有好好做下去的动力。

“当然，等到儿子、儿媳妇有了孩子，
我就在家好好照顾孙儿，争取做个最
称职的奶奶！”杜玉宝笑着说。

燥 带动周围许多人加入月嫂行业

在好大姐月嫂服务中心，杜玉宝给记者示范照顾婴儿应该注意的事项。 本报记者 杨青 摄

新郎许红旭和新娘毕永婕 >>

青梅竹马相伴一生

明天我们要结婚啦

本报 2 月 2 8 日讯 (记
者 王泽云 实习生
李晓月 ) 3 月 2 日，将是
博兴县店子镇梨园村许
红旭和毕永婕的大婚之
日。他们从小青梅竹马，
家都住同一村，从他家到
她家步行也就约 5分钟。

“我从小就暗恋她。”许
红旭害羞地说。

许红旭和毕永婕从
小学一直到高中都在同
一所学校，更有缘分的是
大学也考到了同一所城

市。因为在同一所城市，
因此总能有机会一起回
家，一起去学校，俩人也
渐渐有了感情。“我上小
学时有一次分在同一个
班，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
她了。”许红旭笑着说。

从 2 0 0 8 年在一起之
后，除了甜蜜之外也有分
歧，因为一点小摩擦分开
过半年，但是后来俩人还
是觉得彼此非常合适对
方，一直到谈婚论嫁。婚
期商定后，新娘毕永婕女
士还有感而发写了一篇

《写给我亲爱的他》：“有
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
墓，但我相信婚姻是另一
种爱情的开始，亲情也
罢。这一路走来，是你，
让我相信有情人终会成
眷属。是你，让我相信这
个世界依然有爱，有真
爱！即便婚姻是坟墓也
好 ，我 也 愿 意 赴 汤 蹈
火。”2 0 1 3 年 1 月 4 日，在
寓意“爱你一生一世”这
样一个有意义的日子里，
俩人结婚登记结婚。

“希望我们结婚后日
子越过越好，不追求大富
大贵，但愿一家人能平平
安安，早点能在县城里买
上楼。”新娘毕永婕高兴
地说，许红旭则希望他们
早生贵子，家庭能更加完
整一点。

许红旭和毕永婕结婚照。 本报记者 王泽云 翻拍

因为你们，我们才更加相信爱情！希望你们婚后日
子越过越红火，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好友祝福：

开栏的话：
最近你家有什么喜

事吗？
结婚、祝寿、宝宝出

生是不是您情不自禁地
要跟大家分享您的喜悦？

“小鱼儿”社区版贴近民
生，和您喜乐共享！即日
起，本报推出《社区喜报》
栏目，欢迎社区居民拨打
报 喜 热 线 3 2 1 1 1 2 3 、
18654399022。

王珣老人是黄河二路质监局小
区的一位居民，为了了解每天的天气
情况，他从2001年起开始记录天气
预报，十余年里，这些信息不仅给他
身边的亲朋好友提供了很大帮助，还
让他对十多年滨州的天气变化趋势
有了一个深刻了解。

2月27日，记者来到王珣老人的
家中，他向记者展示了近十多年来自
己的“天气笔记”。按照王珣老人的每
日习惯，一天他要看三次天气预报，
把预报结果先誊写在一个草稿本上，
然后再对比一下第二天的天气情况，
如果偶尔天气预报不准确，他就在当
日信息后面用括号做一下标注。“一

个月之后，再将草稿本上的最新记录
结果认真誊写在另一个比较正规的
大笔记本上。”

王珣老人说，这样，他对每天的
天气情况都有一个清晰的对比，“即
使不看天气预报，对比一下往年某天
的天气情况，就可以掌握个大差不
离。”

说起这个习惯的养成，王珣老人
告诉记者，主要是孩子都是从事户外
工作，天气情况比较重要，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喜欢养花，“什
么时候天气转冷，花该搬进屋了，这
都是一个有力的参考。”

时间一长，不仅是王珣的孩子，

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从他这一习惯中
受益。“天气情况问我，我都可以说出
个一二。”王珣老人说，“今年滨州的
天气情况就不是特别理想，十多年都
没有像今年的雾霾天气这么严重了，
大家应该有环保意识了。”

(记者 于荣花)

居民来信 >>

儿时的伙伴，你在哪里？
1964年我曾在淄博市

淄川区昆仑公社大昆仑月
牙街住过一段时间，结识
了一位好姐姐叫王久桂。
因为我不了解那个地方，
她带我几乎走遍了月牙街
的角角落落，还教我识字，
带我去图书馆找我喜欢的
图 片 。十 多 年 后 ，我 结 婚

时，她还曾送给我一对玻
璃瓶，我至今还保留着。可
是自结婚后，她回到淄博，
我们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惦念着
那位姐姐，希望找到她，圆
我一桩心愿。

(口述：王玉杰 记者
于荣花 整理)

博兴倪女士：我一直在外地打工，几年前
未婚生育，现在想在家这里分期付款买套房
子，但是没想到我们村大队给我报上去的是
我“已婚”。但我从来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贷
款银行让出示结婚证，我拿不出来；想去补办
结婚证，却因为派出所信息是“已婚”也没法
补结婚证。现在我想找大队里给我开一个我

“未婚”证明，可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村大队
就是不给我开，我该怎么办？

(记者 王泽云 整理)

留
言
板

社社区区趣趣事事 >>>>

质质监监局局小小区区出出了了个个
““天天气气预预报报员员””

王王珣珣老老人人十十余余年年来来每每天天坚坚持持记记录录天天气气预预报报

王珣老人每天都把天气预报记
录在手中的这个本子上。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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