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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强度大且缺少资格认证

月薪4000元 月嫂处境却尴尬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闫丽君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

的健康意识、对下一代的关注
度也在提高，许多年轻夫妇有
了宝宝后，往往不请家里老人

而请月嫂来帮助护理。26日，

记者对市区的月嫂市场进行
了调查，发现月嫂市场很是火
爆，一个专业金牌月嫂工资可
达四五千元。

26日，在烟台市毓璜顶医院产科病
房里，进入临产期的王暖告诉记者，两

个月前她就在市区某家政公司预订好

了月嫂。“这位金牌月嫂是朋友介绍推

荐的，人很有经验，一个月3500元，经济

方面我们还可以承受。”王暖一脸幸福

地告诉记者，“毕竟月子期很重要，刚出

生的宝宝也需要精心和专业的护理，请

个月嫂心里踏实，老人们也可以省点

心。”

随后，记者又随机调查了10位孕

妇，很多人表示已经提前预定好月

嫂，只等宝宝出生。来自辽宁阜新的

耿大妈还专门为儿媳带了位金牌月

嫂，“在对产妇和婴儿的照顾护理上，

我们老人毕竟不太专业，对营养套餐
搭配也不懂，请个月嫂心里放心，另

外还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月嫂这个
新兴行业逐渐升温，薪酬也随之水涨船

高。据烟台市生活服务网络中心9600885

的刘岩主任介绍，目前我市普通月嫂的

工资在1500元左右，如果是金牌月嫂，

月收入则能达到4000元以上。

据一位业内人士粗略估计，现在烟
台市区的月嫂数量至少在500个以上，

而2009年芝罘区新生婴儿人数达5853

个，月嫂的市场需求量仍然很大。“目前

月嫂市场挺景气，几乎每个月嫂每个月

都有业务可接。”北京爱贝佳母婴护理

服务中心烟台分公司的吴秋红经理告
诉记者，一个好月嫂更是抢手，有的订

单已经接到了明年7月份。

■客户要求多 这个饭碗不好端
尽管收入不错，但很多月嫂做的并

不踏实。“干一个月挣一个月的钱，没有

基本工资，没有保险，但客户对月嫂的

要求却很高。”不少月嫂面临着同样的

问题。

李淑善是烟台市最早的一批月嫂，

据她介绍，干月嫂八九年来，明显感觉
市民对月嫂的要求提高了很多，除了日

常的妇婴生活护理外，还得讲究营养搭

配、合理膳食，产妇体型的恢复以及新
生儿潜能的开发。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些月嫂

是半天护理，也就是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五点下班，而有些月嫂则是24小
时全护理，除了照顾好产妇和婴儿的

生活外，有时还兼做一些家务，比如

清洗全家人的衣服、打扫卫生，甚至

客户的内衣内裤袜子也得由月嫂清

洗，一天下来可谓筋疲力尽。

在谈到工作时，年近60岁的月嫂

张女士满脸辛酸的告诉记者：“这份

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常常是眼
泪往肚子里流。”张大姐告诉记者，有

些客户要求很严格，而各个家庭的生

活习惯也不同，她们只能不断的去适
应各种环境。

“有些客户不仅把月嫂当仆人用，

对她们也缺少应有的尊重。”新概念孕

婴护理中心的刘经理说，时常会有月嫂

哭着给她打电话诉说自己的委屈。

“月嫂的劳动强度大，护理等各方

面的素质要求很高，并不是每个人都可

以做月嫂这个职业。”吴秋红告诉记者，

从他们的实践经验来看，真正抢手的月

嫂，不仅要懂护理，要会心理疏通，还要

心地善良，对孩子有爱心。

■烟台市只有5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母婴护理”

烟台市生活服务网络中心9600885

的刘岩主任表示，目前国家还没有颁布
相应的月嫂证书，月嫂职业者多是持着

劳动局颁发的家政服务员的证书来上

岗，由于缺少行业标准，月嫂市场也呈

现出良莠不齐的景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月嫂是
经过正规培训的，经验和能力都很丰

富，也有是干了一段时间的保姆自立

门户的，还有一些家政服务人员也兼

职月嫂工作等。 婴儿乐集团公司的

濮经理对此表示，虽然整个行业还算

景气，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

行业内部不乏一些恶意竞争者，月嫂

这个新兴行业的发展亟待规范。

记者从烟台市工商局获悉，目前

烟台市的家政服务公司为118户，在

芝罘区内，注册经营范围明确为母婴

护理的仅有5户商家。随着人们对月

嫂质量要求的提高，一些孕婴护理中

心也在不断的提高月嫂的服务水平，

加强业务培训。吴秋红经理介绍，为
了使月嫂和客户的需求达成一致，她

们公司每个月都会进行相关业务的

培训；而有的公司为了培养出高素质

月嫂，还提高了月嫂的门槛，“我们在

月嫂的选择上要求比较严格，必须是

高中或大专文凭的本地人。”市区一
家月嫂公司的刘经理介绍道。

对此，生活服务网络中心9600885的

接线部经理唐茂檀表示，目前我市月嫂

划分还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基本是靠

企业自我评定来鉴定好月嫂，还属于自

己管理，下一步烟台市家庭服务业协会

将成立，届时包括月嫂在内的家政服务
类行业，将会得到有效规范。

年底网购扎堆，承诺两天的邮件四天还没到

快递公司“不快”投诉量同比增75%
本报12月28日讯(记者 李园园)

临近元旦、春节，网店优惠活动陆

续开始，一些快递公司爆仓，又加上

雪天影响，致使不少积压。28日，记者

从烟台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中心了解

到，烟台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中心12月

份就接到了52个快递投诉电话，投诉

的主要原因是，快递速度太慢。

28日，记者走访了几家快递公
司看到，因为雪天耽搁和快递数量

不断增多，几乎每家都有当天积压
的快递，有的快递公司积压了上千

件邮件。

申通快递烟台分公司洪经理告
诉记者，从11月份开始，快递数量一
天比一天增多，现在他们一天要派送

一万五千左右票快递。“我们压力太

大了，不仅多加了三辆车，这个月还

雇了二十几个临时工。”从11月份开

始，工作人员每天早上六点上班，比

原来提前了一个半小时，晚上还要加

班到十点。“即使这样，一遇到雨雪
天，我们也送不完，还是会积压一部
分邮件。”

据洪经理介绍，随着网购数量的

不断上升，他们的业务量也是逐渐上

升，今年与去年相比，快递量翻了一

倍。尤其是现在网店进入打折促销

期，快递越来越多，“快递量多了对我
们来说是好事，但现在觉得忙有点喘

不过气来。”

“快递量多了，投诉我们的也比

以前多了，尤其是一遇到雨雪天气。”

洪经理坦言道，这个时候下场大雪，

我们的快递派送就会被耽误，但他们

都在尽最大努力在最短时间内送到

顾客手中。

“听天气预报说明后又有大雪

了。”洪经理担忧的看着积压的近千

件邮件说，真让人担心啊。

随后，记者从烟台市工商局
12315申诉中心了解到，在12月，他们

就接到了52个快递投诉电话，投诉的

主要原因是，快递速度太慢，有的快

递都到烟台三四天了，还没送到消费

者手中。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从
11月份开始，就经常接到市民投诉快

递公司的电话，去年12月份接到28个
快递投诉电话，今年12月还没结束，

就已接到52个快递投诉电话了，同比

增长75%。

李宁整合全国分销商

18家烟台店暂不受影响

青蛇果圣诞后跳水

18元一斤跌到2 .9元

本报12月28日讯(见习记者 孙芳芳) 最
近网上频频爆出“股价受挫李宁欲关闭500-

600家门店”等类似信息，让港城不少李宁品牌

的忠诚消费者们有些坐不住了。

作为国内知名体育品牌，李宁真的要关门

歇市了吗？记者走访了烟台市内几家李宁专卖

店进行了解。“最近店里一直是正常营业，并没

有接到什么通知”，在南大街一家李宁专卖店

内，店长宋女士告诉记者，店内的营业情况并
未受到影响。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三站附近的

李宁专卖店，店内也照常在进行营业。

28日，记者联系了李宁有限公司公关部相

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就近日媒体有关李宁有

限公司分销体系改革措施的报道进行了澄清。

据介绍，李宁集团正在进行的分销体系改革，

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整合约500-600个低效

率的分销商，而此项措施和关闭店铺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今年和明年的开店目标不变，维持

开店至7900间及8500间。另外，李宁公司还强

调集团每年正常也有店铺新开和关闭，租约到

期、位置调整等因素是最主要的关店原因。

作为中国体育品牌的领头羊，李宁营销策
略的转变往往代表了行业的新动向，此次分销

体系改革更是牵动了众多经销商、分销商的利

益。那么李宁公司此番改革会对烟台市场产生

什么影响呢？记者联系到了李宁公司烟台的经

销商江经理。“李宁品牌在烟台的专卖店以及

卖场的专柜一共有18家，目前经营状况良好。”

江经理向记者介绍说，李宁品牌在烟台市场一
直做的很好，烟台属于一线城市，按照他的个
人看法，李宁公司此举是作为体育用品领头羊

的一次探路的过程，而李宁现在的困局并不是

李宁一家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体育用品制造

商都会遇到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几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体育用品制造商集群式的高速发展模式
已经受到遏制，李宁公司此番改革或多或少也
折射出这个行业竞争中存在的值得深思的问
题，“体育用品产业要胜出，制胜之道是体育产
品本身的科技含量和专业性”。

在圣诞节前夕，不论是本地还是进口的平
安果，都受到消费者追捧，身价居高不下。节

后，记者再次探访市场发现，节前备受宠爱的

美国蛇果，价格大幅跳水，而来自日本的天价

苹果价格仍然坚挺。

12月23日，记者在佳世客超市水果销售区

看到，不论是产自美国的红蛇果、青蛇果，还是
咱烟台本地的红富士，都摆在了显要位置，价

格标签显示，蛇果和富士苹果价格每斤单价都

在10元以上，顾客络绎不绝。在一旁的货架上，

一种叫做“日本世界一号”的苹果标价为58元。

水果区的客服人员严秀芳告诉记者，日本世界

一号苹果产自日本青森县，从去年开始进入烟

台市场，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今年冬天上市

后，平均每天销量在七八个左右。类似的情况

在大润发、振华、银座等几个大型超市大同小

异，略有差别的是“日本世界一号”苹果的价

位，在佳世客卖58元一个，在振华卖到了88元

一个。

28日，记者再次来到大润发超市，原来苹
果摆在显要位置促销的风光局面已经不再，蛇

果已经返回到普通货架上。“真是便宜了，才2

块9毛钱一斤。”一名青年男子一边嘟囔着，一

边拿袋子选购青蛇果。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

青蛇果在圣诞节前卖价是每斤18 . 8元，现在是
2 . 9元，降幅达到85%，目前比市场上的三级本

地苹果都便宜。

在南大街振华超市，标价最高的苹果仍

然是“日本世界一号”，，在节前标价为88元

一个，如今价格依然没有任何变动。这种论

个卖的天价苹果，与紧邻旁边的本地富士形

成了鲜明的价格对比，本地富士苹果标价为

“8 . 8元/斤”，从表面看来，似乎二者的差别

仅仅在于日本苹果个头更大一些，每个个头

在一斤左右。水果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日本苹果“平均每天能卖出十多个。”为什么

卖这么贵呢？她表示是因为“口感好，好吃”。

不过，据山东果树研究所副所长辛力介绍，

“日本世界一号”苹果在种植过程中并没有

采用特殊技术，只是进行了品种筛选，并采
用了果粒增大技术，其味道口感与普通苹果

无本质差别。 本报记者 吴永功 李娜

■金牌月嫂订单排到明年7月份

什么
时候才

能

有“
月嫂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