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婆赚钱我带娃 想想其实也没啥
两位全职爸爸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想，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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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亲节

记者 孟杰

线下几乎没啥存在感

17日中午，记者来到济南泉
城路的一家大型商场。相比于母
亲节到来之前的热闹，商场里父
亲节的氛围有点冷清。虽然不少
商家在做促销活动，但大部分都
属于换季或者6·18大促，记者仅
在一家服装店看到了“欢庆父亲
节，乐享大放价”的标语。

“这条裤子原价299，现价
199，穿起来特别舒服。”服装店的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里大
约有四五款适合爸爸穿着的衣服
打了折扣，可在6月17日到23日享
受限时特惠价。

在一家品牌打火机专柜的柜
台上，放着一个“全场折扣”的牌
子，老板告诉记者，她店里有打火

机和剃须刀两种适合送给父亲的
礼物，店内所有款式的打火机均享
受八折或八五折的优惠，剃须刀也
可以抹去零头，但这两天的销量很
一般。“昨天打火机卖出去了四五
个，剃须刀卖出去两个。”老板称。

一家皮包店的老板也告诉记
者，相比于母亲节前的销量，店里
的男包目前还没有出现销量递增
的趋势。“这两款现在都有折扣，一
个偏商务，一个偏休闲。”对于为何
父亲节市场远没有母亲节热闹，这
家皮包店的老板认为原因在于：送
给男性的东西本来选择性就少。

礼物选择单一偏“实用”

相比于线下的冷清，6月19日

的父亲节能不能搭上线上6·18的
“顺风车”？

记者在一购物平台搜索“父
亲节礼物”，销量前十虽然款式和
品牌不同，但全部都是“剃须刀”。
在“父亲节送什么”一栏里，平台
给消费者推荐的也是剃须刀、腰
带、按摩椅、加热护膝、手表、保温
杯、打火机等。

“送什么礼物我也很犯愁。”
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母亲节有
带有专属意义的康乃馨，情人节
有象征浓烈爱意的红玫瑰，唯独
父亲节，不光没有代表性的专属
物件儿，可选择性也不多。

最后，张女士为父亲挑选了
一款加热护膝。“年纪大了，腿脚
都容易受凉。”在平台推荐的众多

礼物中，张女士选择了她认为父
亲最有可能用到的一款。

“去年送了一个钱包，前年送
了一块手表，今年送剃须刀吧。”
跟张女士一样，唐先生在为父亲
选择节日礼物的时候，也将实用
性摆在了首选的位置。

表达方式多，情意不打折

虽然为父亲买了礼物，但张
女士在这个过程中也反思了一下
自己。她认为，母亲节除了送花，
她们也很容易根据母亲的喜好去
挑选礼物，父亲节之所以犯难，也
暗示着自己平时对父亲的关心不
够，不够了解父亲的喜好。“我在
济南工作，上一次见到爸爸还是
过年的时候，平时打电话也都是
跟妈妈聊天。”张女士称，忙完手
头这个项目，她打算回家一趟，好
好跟爸爸说说话。

唐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称自己上一次回家看到自
己前两年买的礼物一直在“吃
灰”，想给父亲买衣服竟然也不
了解父亲的尺码，作为儿子，很
是愧疚。这个父亲节，他打算把
爸爸妈妈接到家里，再做一桌
好菜，让他们好好享受一下天
伦之乐。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虽
然父亲节的市场反馈相对“冷
清”，但大家对父亲的爱却没有减
半。很多人会选择直接发红包、给
爸爸打电话、为爸爸定制“超人蛋
糕”等多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父
亲的爱。

文/片 记者 李静 张琪

大奎———
曾经因此烦恼过
现在觉得不丢人

今年已经是我当全职爸爸
的第四个年头。

我和妻子秋秋都是90后。
2013年，我们结婚。2015年，我们
的大女儿文文出生。2017年，我的
二女儿意林出生。

惊喜接二连三，但困难也是
隔三差五。

我和妻子老家在四川，工作
地在浙江。2018年，我的事业处
于上升期，经常需要出差。秋秋
需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
子，每天早起加熬夜，身体有些
吃不消了。我挺心疼的。

之前的生活模式肯定要被打
破，我们迫切需要解决家庭分工的
问题。但是谁能做出让步呢？

秋秋之前从四川老家到浙江
找我，离父母那么远，她为我牺牲
了很多，我心里是很感动的。2019
年，我们想回到四川老家定居，圆
了秋秋的心愿。但是回到老家，意
味着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岗位。

最终，我们达成共识，我在家
带孩子，秋秋负责赚钱养家。说实
话，当初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成为全职爸爸，我的生活完
全被改变了。我每天早上六七点
钟起床，给孩子洗漱，做早饭，送
孩子上学。回家以后，我再打扫
卫生，帮秋秋处理一些工作。下
午，我会做一些家务，然后接孩
子，做饭。晚饭后，我再辅导孩子
写作业，然后洗漱、睡觉。一天就
这样度过。

这四年来，我学会了以前不
懂的生活技能。从前我不太会做
饭，但是我现在要负责一家人的
一日三餐，而且要换着花样。我
就从网上学，在实战中提升。现
在，我做的饭虽然看相马马虎
虎，但是味道还可以，孩子和老
婆都是一致认可的。

我还了解了很多不注意的
生活细节。原本，我并不在乎混
着洗衣服，现在我知道衣服和袜
子不能放在一起洗，深颜色衣服
不能跟浅颜色衣服一起洗。

每天面对柴米油盐，面对这

些繁琐的事情，谁都会心烦。最
令我难过的事情是，外界的声
音。有人说，我年纪轻轻的不去
上班。有人说，我靠着老婆在养
着。有时候遇到全职妈妈带孩
子，她们会问我，今天你没上班
啊？我就说，我今天没上班。但是
我很不愿意听到别人去问这些
问题，我想回避这些问题。

这四年里，我也有特别委屈
的时候。秋秋工作压力特别大，
难免会有情绪，我就尽量不去正
面与她起冲突。等她冷静下来，
事情也就过去了。但其实，我的
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以前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现在我的生活不分时间。玩游
戏、跟朋友聚会，这些在我的生
活里几乎都没有了。令我恐惧的
是，我逐渐跟社会脱节。跟别人
交流的时候，我感到社恐。有亲
戚朋友来家里，我都是埋头做
饭，或者打开电视，避免尴尬。

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做
全职爸爸呢？在我两岁的时候，
父母就从四川老家辗转到了广
东和浙江打工，爷爷在家带着
我。父母的亲情在，但是我感觉
相处起来却没有那么亲密。所
以，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成为留守

儿童。现在我的两个女儿都很喜
欢我。爸爸带孩子的话，也有好
处，我可能会注重培养孩子的独
立性，让孩子大胆尝试。

其实想想，我所经历的事
情，是所有全职妈妈经历的事
情。只不过，全职爸爸面对一些
声音，压力会更大一些。但是，我
觉得全职爸爸和全职妈妈都是
应该被尊重的。虽然看上去，她
们没有什么产出。其实带孩子和
赚钱养家，就是一个家庭夫妻之
间的分工不同而已。两个人怎么
过着舒服，就怎么分工。

去年，我接触短视频平台，
利用一部分空闲时间有了额外
的收入。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
不再手心朝上，说话有底气。我
还有了一定的粉丝，受到大家的
认可，我觉得当全职爸爸也不是
那么丢人的一件事情。

目前，我还是继续当全职爸
爸吧。长远一些，我还没有考虑
那么多。

刘成龙———
曾经当甩手掌柜
正努力弥补缺失

2016年，我和我老婆结婚，此

后我们就没有出去上班。我老婆
在家里做微商，我是做互联网项
目。

去年我的工作不太顺利，项
目赔了十几万。再加上当时二宝
刚一周岁，需要人照顾。负债以
后，整个家的气氛就不太好。老
婆说，既然你心态不好，那就在
家里调整调整，把这个家搞好
了，也是为我们这个家做贡献
了。我就成了全职爸爸，基本上
是我带娃，老婆搞事业。

说实话，我当时的心理落差
很大，就感觉一个大老爷儿们整
天围着锅台转，特别失败。

我刚开始觉得在家带娃不
难，但实际上并不如此。我要送
老大上学，还要在家照顾老二，
另外还要负责做家务，经常把自
己搞得焦头烂额。每次给孩子换
尿不湿，她就会哭。孩子总是黏
着我，一会儿扒我的腿，一会儿
要抱抱。尤其我越忙的时候，孩
子越想黏着我。有时候，一不留
神，两个孩子就打起来了，我就
感觉特别崩溃。

慢慢地，我积累了经验。带
娃，就像工作，必须非常专心、耐
心，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并不
像我之前想的那样简单。因为孩

子是能够感受到的，自己究竟是
不是认真在带他。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理解了
老婆之前带老大的辛苦。她生一
胎的时候，是我工作最忙的时
候。那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忙
工作，顾不上孩子。有时候还阴
阳怪气地跟老婆说，我在外面这
么忙，你不过就在家里带孩子。
从我带娃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
这不是玩耍和享受。我感觉比我
之前工作赚钱还累，主要是心
累。当时老婆带老大的时候，她
才二十多岁，本来她自己还是个
小女孩，我却看不到她的付出和
牺牲。

原本，洗衣服和做饭，我都
不成问题。结婚以后，这些都是
老婆在做，我成了“甩手掌柜”。
现在，我又把这些拾回来了。

回头想想，刚结婚的时候，
我那种年轻和自由的心态还在，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跟朋友
聚聚玩玩。结婚以后，我只能一
个月出去一两次，很多时候甚至
不想出去。因为我一出去，老婆
带两个娃也忙不过来。身边的朋
友都有家庭了，大家各自照顾各
自的家庭吧。

两个孩子现在跟我关系特
别好。老大小时候，我有些缺席，
我正努力弥补。那时候是第一次
当爸爸，心态不稳定，对很多事
情都不娴熟。现在，照顾起孩子
来，我还是很有经验的。毕竟人
都要成长，我对父亲这个身份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孩子说一些童言无忌的话，
或者做出一些表情，就会逗得你
特别开心。前几天，孩子回爷爷
奶奶家住了一段时间，她就光喊
爸爸，整天喊爸爸，做梦都喊爸
爸。我觉得，付出的都值得了。总
之，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开心
多于烦恼。

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不
一定就得男主外，女主内。妻子
想做事业，丈夫为了支持她，退
到家里，把家里搞好，也是很正
常的。这都是给家里做贡献。毕
竟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老二明年要上学了，我就可
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已经三
十岁了，还想继续赚钱养家，让
妻子孩子、爸爸妈妈都过得好一
点，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奋斗吧。

离开职场，他们成了全职爸爸，在家带娃是他们的全新工作。
近年来，关于全职爸爸的话题持续升温。相比于全职妈妈，全职爸爸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成为全职

爸爸，不仅要面对琐碎的家庭日常，还要接受来自社会偏见的凝视。与此同时，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男女
在家庭分工、家庭教育等社会议题的讨论和思考。

父亲节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两位全职爸爸。他们讲述起自己的经历和感想，也让更多人了解全职
爸爸这一家庭角色背后的喜与愁。

市场“有点冷”但爱“不打折”
情感表达方式多样化，父亲节商业氛围相对冷清

19日，父亲节到来。相比母亲节前的热闹氛围，今年的父亲节仍旧
有点“遇冷”。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父亲节的氛围在线下市场几乎找不到

“存在感”，线上也仅有少数商家打出“父亲节”的旗号来促销。

大奎带着自己的孩子逛商店。 刘成龙与自己的两个孩子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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