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三是在计划外出现的。综合考虑身体状况、经济情况、事业发展等
多方面因素后，我和丈夫一致决定，留住这个上天给到的“惊喜”。

丈夫在国企上班，我自己则经营着一家小店。由于老人家远在北方
老家，孩子多是我带。老三的到来，让我再次体验到了什么是“分身乏术”

“手忙脚乱”。最怕就是孩子生病，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什么都干不了。
后来，我和丈夫就请了个保姆。

以前，我们每月花在两个孩子身上的钱有七八千元，老三出生后，花
销直接翻倍，去到了2万左右。保姆工资、尿布奶粉、兴趣班……掐指一
算，处处都是花销。不过，这也让我们对工作有了更大的动力。我现在根
本不敢躺平，恨不得早上6点就起来工作。

带娃很累，偶尔也会崩溃，但我是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人，很多时
候，睡一觉或者哭一场，第二天，心情就好了。毕竟，孩子对于我来说是最
重要的。我喜欢被依赖、被需要的感觉，喜欢家里热热闹闹的，喜欢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有时候出差或者孩子外出了，我反而会不习惯。

老大很暖心。当我们工作一天回到家时，她会主动帮忙捶背，总是很
自然地表白：“妈妈，我非常爱你。”她还说长大后也要努力工作，赚钱给我
买我爱吃的，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老二很有爱。跟着我在店里时，她会默默观察我的工作状态，忙碌时
会主动帮忙，是我的小帮手。老二还经常夸我穿裙子好看，说长大后要给

我买好
多裙子。

老三很
黏人。他喜
欢跟两个姐姐
玩，姐姐放学回
来，他特别兴奋，叫
姐姐叫得很大声。
晚上睡觉前，他们会
一起坐着看电视或一
起躺着听故事。

看着三个孩子一天
天健康成长，幸福感满
满。手足之情是给孩子最
好的礼物，缺失了就是人生
一大遗憾。希望他们三个长
大也能互相帮助，毕竟兄弟姐
妹是比父母陪伴更长久的亲人。

这是这是 44个三孩家庭的故事个三孩家庭的故事。。
他们中他们中，，有的是在国家生育政策的有的是在国家生育政策的
支持下支持下，，选择生育第三个宝宝选择生育第三个宝宝；；也也
有的是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有的是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迎来迎来
了第三个宝宝了第三个宝宝。。

今年今年66月月，，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
满两年满两年。。从从““单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到““全面全面
二孩二孩””再到再到““全面三孩全面三孩””，，十年来十年来，，
我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我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逐步逐步
放开放开，，并于并于20212021 年进入新的阶年进入新的阶
段段。。日前日前，，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挂
网公布网公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
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实施意见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实施意见》，》，
明确加快建设生育友好省明确加快建设生育友好省，，稳妥有稳妥有
序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序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完善托完善托
育育、、财政财政、、税收税收、、保险保险、、教育教育、、住房住房、、
就业等方面的生育支持措施就业等方面的生育支持措施，，推动推动
广东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广东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长期均衡发展。。

生育无小事生育无小事。。在一个家庭里在一个家庭里，，
孩子意味着血脉孩子意味着血脉、、亲情的延续亲情的延续；；在一在一
个国家中个国家中，，新生人口数量则关系未新生人口数量则关系未
来人力资源状况和人口结构变化来人力资源状况和人口结构变化，，
从而直接影响社会发展从而直接影响社会发展。。

生养三孩生养三孩，，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这不是一条容易的
路路，，要做很多的准备要做很多的准备，，还要面对生活还要面对生活
中加倍的风浪和琐碎中加倍的风浪和琐碎。。这些三孩家这些三孩家
庭庭，，是怎么做出了生育的决定是怎么做出了生育的决定？？生活生活
跟其他家庭有什么不同跟其他家庭有什么不同？？有怎样不有怎样不
为人知的幸福与难处为人知的幸福与难处？？对未来又有对未来又有
哪些期盼哪些期盼？？以下是以下是44个家庭的讲述个家庭的讲述。。

手足之情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讲述人：小森（化名），33岁
三孩：大女儿（6岁半）、二女

儿（4岁）、小儿子（1岁多）

34岁这年，我第三次成了妈妈。
面对“生与不生”这道“孕”算题，我也曾深刻思考过。但先生对家庭

的付出，让我有了底气。
先生是厂房开发商，家庭经济还算宽裕，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和孩子都

很有耐心，给足我安全感。为了减少我的工作量，他还特意请了一个钟点
工阿姨，每天上午来帮忙收拾家，让我可以安心地照顾小儿子。

3个孩子的小名，都与“木”相关。大女儿叫阿橙，寄托着健康。二女
儿叫阿桔，寓意为幸运。小儿子叫阿柑，代表着财富。

照顾3个孩子，小到上学接送，大到教育培养，都需要花费时间和心
思。好在除了钟点工外，孩子的奶奶和姑妈，也参与“带娃工程”，而孩子
们的接送任务，则由先生承担。我的重心则在小儿子身上，毕竟，他才7
个月大。

目前3个孩子每月的开销大约2.5万元。支出的大头在兴趣班，阿橙
学画画、钢琴、编程和英语，阿桔学钢琴、英语、画画和科学实验，每人每周
约花费1千元。等阿柑长到学龄年纪，花销还会持续增加。不过，只要孩
子们喜欢，我们就一直支持下去。

三宝的到来，不是简单的“4+1”，每个人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自弟弟出生后，阿橙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弟弟，送上一句早

安。她开始有了姐姐的身份认知，从
一味依赖变成弟弟的依靠，变成了家里
的小帮手。

而6岁的阿桔，正值渴望陪伴、热衷
提问的年龄。有时忙着照顾三宝，难免会
忽略她，还会怪她“做姐姐了还不懂事”，但
她从来不抱怨，还主动陪伴照看弟弟，让我
和先生有更多时间休息。我们朝她发泄情
绪，她却用爱回馈我们。孩子给予父母的爱，
远比我们想象中更纯粹，所以，我和先生会时
常提醒自己，每个孩子都需要同样多的陪伴和
关注，这与成熟和懂事的程度无关。

每当看到三姐弟在一起玩耍的画面，我们
内心的欣慰感油然而生。多年后，等他们长大
了，一定会想起某个黄昏日落前，和兄弟姐妹在家
里，坐在客厅听着音乐、吃着晚餐的家庭时光。我
们始终相信“人丁兴旺，多子多福”这句老话。

远比想象中更纯粹
孩子给予父母的爱 讲述人：小清（化名），35岁

三孩：大女儿（9岁）、二女儿（6岁）、小儿子（7个月）

去年12月，老三出生了。那时恰是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孩子出生
不久就感染住院了，狠狠地把我折腾了一番。

很多人调侃，敢生三孩的都是真勇士。但我觉得，多个小孩多点乐
趣，身边不少同学也是生了三个孩子。

我是台山人，就职于事业单位，妻子是个体户，家庭经济情况不算富
裕，但还过得去。生儿育女，绝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情，是夫妻双方共同
的选择和决定。三孩带来的经济压力、教育负担，在孩子出生前，我和妻
子就做好了心理建设。加上家里老人愿意带娃，所以，少了不少后顾之
忧。

对于养育过程中的糟心事，我很看得开，既然决定生了，不管遇到什
么事都要坦然接受。而且老三的到来，也给家庭带来了很多欢乐。在我
的心里，有一种幸福是有人喊你回家吃饭。

傍晚时分，我会带着小儿子在楼下玩。当快煮好饭时，姐姐就会在阳
台喊：“爸爸，回家吃饭啦！”虽然有时因为距离太远而没有回应，但是姐姐
总会不断地喊，甚至会直接下楼去找我们。今天是姐姐喊，明天可能是

妹妹喊。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小时候在村子里的经历，
那种黄昏乡村特有的氛围和话语让人回忆起来温暖而感
慨。

有时，看到孩子们一些不经意的举动，就像看到儿时的自
己。孩子们是上天赐予父母最好的礼物，他们的出现让我感受
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爱。就如那句“爸爸回家吃饭啦”，
背后所蕴含的幸福，是你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感受到的。

我觉得，每生养一个孩子，都是大人的一次再成长。因为有
了孩子，生活也变得更有奔头，也正因为被依靠、被需要，让我懂得
了责任，学会了坚强，变得更努力，干劲更足，成为更好的自己。

曾有人问我，是否后悔生三娃，我想说，人生漫长，要往前看，别
老回头。希望未来国家的生育政策能更加完善，解决年轻人“不想生、
不敢生”的顾虑。当别人一听你有三孩不再惊讶，当三孩不再是新闻，
这将会更好。

都是大人的一次再成长
每生养一个 讲述人：林江明（化名），39岁

三孩：大女儿（8岁）、二女儿（4岁）、小儿子（6个月）

人这一生
顺其自然就好

讲述人：阿萍（化名），36岁
三孩：大儿子（11岁），二儿子（9岁），小女儿（2岁）

一个家庭，多个孩子不只是多双筷子那么简单。孩子的
性格、家里的资源、矛盾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
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其
中二孩占比为41.4%，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4.5%。显然，相比
于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响应，选择生三孩的家庭依然是少数。

此前，记者也曾围绕“三孩”生育意愿做了一个问卷调
查，共收回近800份有效问卷，其中，超九成的受访者表示没

有生育三孩的计划。
在不愿意生三孩的原因调查中，经济方面是最重

要的考虑因素。认为小孩养育成本太高的，占
85.21%；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占76.85%；房价太高
的，占 63.42%；担心生活质量下降的，占
57.12%，影响事业发展的，占31.37%。

在希望江门出台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这
一问题上，育儿补贴排第一，占78.63%；排
第二的是教育方面的减负，占77.40%；排
第三的是税收、住房政策支持，占
75.34%；紧随其后的是落实育儿陪护
等假期、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分
娩补贴、孕产妇及儿童健康服务、普
惠托育等。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如何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让
人们愿意生、养得起，从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我国
人口结构？

省人大代表、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陈永梅建
议，政府应加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一是要加快推进完
善0—3岁普惠性托幼服务，解决群众生育后无人带娃的困
境；二是给予相应的育儿补贴、家庭补贴等，减轻育龄夫妇的
经济负担；三是完善性别平等的制度体系，保障女性在就业
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提升企业落实生育保障制度的积极
性；四是要重视文化建设，肯定生育的价值，加强对生育支持
政策的宣传，提升群众的生育信心和生育意愿，营造生育友
好型社会文化环境。

市五邑妇女海内外联谊会会长、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林
蓬青则建议，加快发展托育事业，将社区托幼工作建设纳入
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可综合考虑城市新区建设、旧城
改造等因素，盘活社区公建配套用房，统筹规划与合理布局
托幼机构，通过公建民营、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社会组织
等方式，进行资源合理分配和配置，尽可能增加社区托幼点
的建设。

育儿成本高使很多年轻人不敢生、不想生。五邑大学经
管学院副教授赵良辉则认为，要想提高育龄夫妇的生育意
愿，必须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例如提供出生后半年的保
姆服务，给予补贴，或许比给假期更有效。

加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事实上，三孩政策
出台后，我市也相继出
台了针对多孩家庭的
配套支持措施。

近年来，市卫
生健康局“多管齐
下”，减轻家庭生
育医疗负担。
取消制约优化
生育政策的相
关政策措施，
将入户、入
学、入职等
与个人生
育 情 况
全面脱
钩；将

生育登记服务项目纳入“一门式”公共服务中心办理，推广“粤
省事”网上办理，全市实现“出生一件事”一站联办，实现“生育
登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深入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加强
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婴幼儿照护
服务发展，形成以日间托育为主，半天托育、弹性托育、临时托
育为辅的托育照护模式。成立市、县两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
导中心并建立专家库，加强托育机构监督指导。依托“南粤家
政”培训平台，开展母婴护理培训。

下一步，市卫生健康局将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发展成本
可负担、方便可及的医养结合、托育照护服务，增强抚幼养老
功能；联合教育部门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鼓励支持有条件的
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普惠托位供给；加强生育政策实施效果
跟踪评估，为促进江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贡献卫生健康力量。

此外，江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印发了《关于提高购
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通知》，
从3月29日起，提高我市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住
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未来，该中心将继续落实精准购房倾斜
政策，使更多子女家庭职工享受住房公积金政策优惠。

“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到有的过程，本身
就具有积极意义。”有专家表示，相关举措的力度和作用是逐
渐增加和显现的，让更多人感受到生育成本减轻进而改变生
育意愿，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多措并举，减轻多孩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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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孕产妇要定期产检

近日，记者从江门市中心医院、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市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获悉，近三年，高龄孕产妇
（＞35岁）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三孩高龄孕产

妇更是高龄孕产妇中的主力军。
江门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张群说，如果有生育

孩子计划的，尽量选择在最佳生育年龄，高龄孕产
妇由于身体器官功能减退及妇科慢性疾病增多，
其妊娠风险远大于适龄产妇。

要宝宝前，建议夫妻双方做好各方面的准
备，规律睡眠、均衡营养，如有疾病及时治疗。
男性要减少不必要的烟酒，女性要在怀孕前
3—6个月补充叶酸，摄入多种维生素，以减少
发生畸胎的风险。

怀孕期间，高龄孕产妇要做好以下几
点：定期产检，密切关注控制血糖、血脂、

血压等情况；合理的饮食和运动，少
吃高脂、高盐的食物，适当补充
DHA、维生素和钙；管理好体重，
适量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愉
悦的心情。如果是顺产，两胎之
间无时间间隔需求，如果是剖宫
产，两胎间隔18个月以上为宜。

小贴士

策划：朱卫星 统筹：邓榕
采写：蔡昭璐 梁爽 邓榕

生三孩，压力大不大？当然大，特别是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但我和老
公也没想那么多，钱多多花，钱少少花，量力而行。

我和丈夫在市场经营着一个水果摊，这也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因为家庭条件并不富裕，我们都没想过生三孩，小女儿的到来纯属意外。

生娃容易养娃难，压力也不言而喻。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我和
老公从早忙到晚。每天早上7点开摊，晚上11点才收摊，一天基本都在
市场里度过。以前，一年还会休息几天，现在基本365天都不休息，一心
一意经营着这个小摊，日子过得火辣辣。

其实，我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孩子，没有想太多，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平时开摊忙，也没有太多时间照管孩子，都是散养式带娃。或许正是因为
学会了放手，几个孩子都很独立，上幼儿园后，都能很快适应幼儿园的生
活。

现在，家务活大多都被两个哥哥承包了，比如老大做饭、老二洗碗。
周末，也都是两个哥哥带小的，基本不用我们操心。对于孩子们的学习，
我和老公也没有太多要求，人这一生，顺其自然就好，孩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才最重要。

虽然生活自有酸甜苦辣，但也充满了许多不期而遇的“小美好”。“我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要把坏习惯改掉，做个好孩子，不给爸妈添烦
恼……”前些日子，老二还写了张纸条给我和老公，上面写着他的小
愿望：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子。

妹妹虽然小，但是很懂事，嘴巴也甜，天天都跟我说“妈妈，
我爱你”，是家里的开心果，在市场也非常招人喜欢。

相比于老二、老三的直抒胸臆，老大不善表达，但会默
默去做。知道我和爸爸工作忙，中午回家后，他会帮忙做
饭；知道我一忙起来会忘记吃早餐，他就会经常提醒我。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里
都暖暖的。我觉得养育孩子最核心的，不在于要给予孩子多
好的物质条件，而在于满足孩子精神方面的需求，给他们提供
良好的受教育环境，这才是第一位的。孩子
们一天天长大，也越来越懂事了，学
会了爱与被爱，这是最让我
欣慰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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