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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

近日举行的宁波市家庭服务业协会第四届
第二次会员大会上，来自宁波海曙蓝孚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的月嫂李国勤作为先进代表发言，
分享自己12年来的从业感悟。

高中毕业的李国勤今年52岁，来自河南南
阳农村。她当过接生员，做过小学数学老师，还
开过饭店和卡拉OK。但因为家乡条件所限，几
次创业都不了了之。

幸运的是，李国勤的一对儿女学习成绩不
错，但农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孩子的学费，日子
过得紧巴巴的。

“当时村里人都劝我让子女不要读书，出去
打工赚钱，等盖了房娶了媳妇，我的人生任务就
算圆满完成了。”李国勤说，邻居们还举她为例
——虽然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但照样还是“修
理地球”。

李国勤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孩子们放弃学
业。2005年，她儿子考上郑州大学，女儿上了
武汉一所大学。那一年，交完儿女的1万多元
学费，家里捉襟见肘，于是她和村里老乡一起来
到宁波当月嫂。

到宁波后，高中毕业的李国勤很快崭露头
角，岗前培训课上她学得最认真，公司把她在课
本上做的批注当范本，向其他月嫂推广。

因为肯学又肯干，几年后李国勤就拿到月
嫂行业里最高的工资。如今公司遇到低体重的
双胞胎、三胞胎客户，都推荐她去当月嫂，理由
是：“她一个抵俩！”

如今李国勤的月薪已经超过1万元，如果
是双胎，月薪近2万元。每年过年回家，她都是
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百万月嫂”李国勤的故事很励志：

来宁波做月嫂12年赚百万
供儿女大学毕业还在大城市买了房

“告别2017，月嫂
李国勤分享十年赚百
万的心得……”近日一
则“百万月嫂”的故事，
在家政从业人员朋友
圈里流传。故事说的
是，来自河南南阳的月
嫂李国勤，12年前为了
供儿女上大学来到宁
波做月嫂，至今她已赚
了百万元，并帮儿女买
了房。

12年前，李国勤和18个老乡一起来宁波做
月嫂，如今还在坚守的就剩下她一个人。

“做月嫂辛苦，日夜颠倒，休息不好，而且客
户要求也越来越高。”李国勤说，刚来宁波的头几
年，同来的老乡就走了一大半，觉得还是家里舒
服。

虽然是明星月嫂，但李国勤也遇到过不少
挫折。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李国勤被派到慈
溪一个客户家服务，才干了8天就被退回来，理
由是她做的月子餐不够好，与她的名声不匹配，
于是提前终止了合同。当时台湾月子餐才在宁
波流行，因为没有经过特别培训，李国勤并不擅
长于此。

李国勤至今还记得，当时她坐在从慈溪回
宁波的班车上，心情坏到了极点，因为不知道回

去后如何面对公司的姐妹们，她一度希望公交
车不要停下来……

痛定思痛，回到公司待岗的李国勤埋头学
习月子餐。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公司经理问她
是否愿意回去服务那个辞掉她的客户。原来接
替李国勤的月嫂带不好宝宝，那个客户向公司道
歉，希望李国勤再回去。她立即同意，要求只有
一个：继续让她做月子餐，直到客户满意为止！

“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客户都遇到过了。”李
国勤说，她曾遇到挑剔的客户，对孩子体重增长
有要求，一个月只能长1斤半，多了不行少了也
不行；有客户要求孩子的洗澡水必须测温度，只
能37℃，高了低了都不行；还有客户要求孩子尿
了一次，就必须换尿不湿，不管孩子是在醒着还
是睡着……

这几天，李国勤正在市区一户人家做月嫂，
这也许是她的最后一个客户。“我想想自己来宁
波打工的目标实现了，儿媳妇要生孩子，我要去
北京帮一把。”李国勤说，做完手上这个客户，她
就想着退休回家了。

来宁波12年，李国勤靠努力赚下近百万元，
不过最让她觉得有成就感的，还是自己的一双儿
女。

2016年，她儿子研究生毕业，如今在北京
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工作，并成了家，李国勤还
凑钱在北京给他贷款买了套小房子。女儿毕业
后，和女婿一起留在武汉工作，买房时李国勤也

出了一份力。李国勤自己在老家南阳也买好了
房，就等着以后回老家养老。

“以后，再也没有人说我只是个修理地球
的。”李国勤说，她很喜欢马云的那句话：“人得
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知道她想退休，我又难过，又为她感到高
兴。”宁波海曙蓝孚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魏
雪丽说，她把李国勤的故事发到朋友圈，不管是
客户还是同行都来点赞。其实像李国勤这样靠
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月嫂，在公司里还
有很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她期待下一个

“百万月嫂”的出现。 记者 孙美星

为供孩子读书走出农村

每一次流泪都是一次成长

如今女儿成家立业，她要退出江湖

月嫂李国勤依靠自己的能
力和勤劳，12年赚满百万元的故
事，确实很励志。但问题是，找
过月嫂的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
体验：在月嫂市场，薪酬还不是
重点，重点是找月嫂难，找好月
嫂更难，找“李国勤式”的月嫂则
难上加难。

本来，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
高的今天，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
数量与薪酬等生产要素，会通过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精准
调节。但月嫂市场似乎不是这
样，月嫂供不应求、好月嫂稀缺
的现象至今仍未明显缓解，李国
勤或许只是“个案”。这就不得
不让人产生疑虑：月嫂市场是不
是缺乏培育好月嫂的健康土壤？

做月嫂看似起点不高，似乎
谁都能轻易入行，但要做到既有
经过正规培训获得的高等级证
书，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金牌
月嫂”，并取得顾客的认可，并不
比取得高学历容易多少。严格
来说，光是“具备良好的卫生习
惯，定期参加职业培训”等硬杠
子，就足以将不少人淘汰出局。

由于监管不严等原因，一些
地方的速成培训班、花钱买证书
等乱象，让月嫂手中的“资格证
书”真假难辨。本来可以通过一
纸权威证书轻松圈定好月嫂，如
今往往变成了“碰运气”。这不但
给顾带来了麻烦和风险，也挫伤
了不少原本期望通过认真培训、
诚实劳动，像李国勤那样一步步
成长为“金牌月嫂”的从业人员
的积极性。因此，缺乏统一且公
正透明的评价和验证机制，是市
场上的“李国勤式”好月嫂十分
稀缺的重要原因。

“全面二孩”的到来让月嫂
市场持续火爆，但月嫂供给却不
见增长。由于观念等多种原因，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以月嫂
这个职业为荣的女性，你听说过
多少？别看每次出现“百万月
嫂”之类的新闻，都会有不少都
市女白领惊呼“辞职做月嫂”，你
可千万别信，那多半是矫情！真
正付诸行动的恐怕好几年都难
得有半个。谁都清楚，在宁波这
样的发达地区，做月嫂12年赚百
万元“性价比”并不算特别高，更
别提还得没日没夜照看婴儿并
兼顾家务和“寄人篱下”不时忍
受委曲了。

看来，在月嫂市场培育好月
嫂的健康土壤形成之前，找月嫂
难、找好月嫂更难的尴尬恐怕还
要持续下去。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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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好月嫂
需要有健康的土壤

月嫂李国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