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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假结束返工前，叶倩想过所有的吸奶

方案：

蜷在工位下面，躲进没人的仓库，藏到厕

所……要是这些都不行，叶倩和家人约定，只好

辛苦家中的父母，每天把孩子带到单位附近。

当她努力平衡工作和哺乳的时候，宝宝吃不

上奶的焦虑情绪，一度让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

近十年来，像叶倩这样面对哺乳难题的职场

女性，并不罕见。2023 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女性就业人员数量为

3.2 亿人，育龄女性在全国人口占比 22.18%。随

着全面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在一线城市上海，

这样的现象尤为突出。

最终，叶倩父母敌不过宝宝嗷嗷待哺的哭

声，一个盛夏的清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怀抱

四个月大的婴儿，忍着燥热，辗转换乘三趟公交，

赶到了女儿工作的凯迪克大厦，只为让外孙女吃

上一口热乎的母乳。

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大厦工会主席肖素

华碰见。这样似曾相识的偶遇，将她的思绪，瞬

间拉回了十多年前……

守护“背奶妈妈”

一套吸奶器，一个冰包，几只玻璃奶瓶——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80 后 90 后逐渐进入

生育高峰。许多结束产假的女职工，因为深知

“母乳比黄金贵”，选择了一边上班，一边加入“背

奶大军”。

“37℃的母爱”，是职场妈妈给母乳喂养这一

方式的别称。

“背奶”的流程繁琐且固定：在工作之余吸

奶、储奶，下班后，再把几瓶沉甸甸的母乳背回

家，当作孩子接下来一两天的“口粮”。

但是，在哪里吸奶？2011 年的一次偶遇，让

肖素华关注起了这个特殊的群体。躲厕所，挤仓

库，甚至缩到办公桌下吸奶……一连几天，目睹

几位女职工眼神闪躲、神情窘迫，还有那些来回

奔波、汗涔涔的老人，肖素华的心中不由地泛起

阵阵酸楚。

那时，很多单位和公共场所没有私密的吸奶

和储奶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背奶妈

妈”饱受身心困扰。

2007 年，李颖生完第一个孩子时，初为人母

的她，为了找到一个安静隐蔽的吸奶场所，跑遍

了单位里一个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更衣室

和厕所勉强“凑合”几天后，她作出决定：算了，给

娃娃断掉母乳。正是这个无奈的抉择，让她在今

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心怀愧疚，“可能因为断奶太

早，孩子抵抗力差多了”。

范崇纯担任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护师的几

十年间，见过太多担惊受怕的“背奶妈妈”。她忘

不了曾有一位刚刚返岗的女职工匆匆跑来，耷拉

着脑袋跟她诉苦：单位没有哺乳室，她只能趁办

公区没人时，手忙脚乱地吸点奶，“心里绷着根

弦，一点也不踏实，一刻都不敢放松”。环境逼

仄，吸奶不规律，加上难以排解的压力，久而久

之，奶量骤减、乳汁淤积之类的毛病，先后找上了

这位年轻的妈妈。

“一旦哺乳期没及时挤奶，不仅可能面临乳

汁淤积的风险，有时还会因堵奶患上乳腺炎。再

严重的话，甚至会发展成乳腺脓肿。”范崇纯总

是尽力帮助每一位前来求助的妈妈，她更期待能

有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实际行动。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们安心？能不能辟

出一间小屋，免费给哺乳期的妈妈们使用？2011

年 6 月，时值上海市总工会到凯迪克大厦调研，

肖素华及时反映了这一情况，并主动请缨。

找场地、配设备，这是她要走的第一步，这之

前，还有笔“小账”需要算清楚。凯迪克大厦位于

寸土寸金的上海市静安区，即便是在十几年前，

想要租下那里的一间小房间，每月也得交近万元

租金。

有 这 么 贵 的 租 金 ，还 能 腾 出 免 费 的 场 地

吗？肖素华的心里有些打鼓。那段日子，她先

是找来了楼里的物业负责人，又托人联系到大

厦的开发商，把自己看到的一幕幕，一字一句地

讲给他们。

“有了小屋，大厦也就有了更多‘人情味’。”

那天，她给在场的人们算了一笔“大账”，“这意味

着，将来的投资和营商环境也会更好”。

“他们当即就同意了。”这让肖素华大为感

动。不到一个月，在大厦的第 4 层，一间面积约

30平方米的玻璃小屋被腾了出来，门口挂上了一

块牌子——爱心妈咪小屋发源地。

“很快，周边大厦的妈妈们也来用小屋了，还

有许多外籍女职工。”肖素华侧过脸，低下头，打

开相册细细地翻看起来。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位

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孩，手握一只玻璃奶瓶，站

在小屋的冰箱前，浅浅的笑意，挂在她嘴角上扬

的脸庞上。

位于大厦里的小屋，至今已陪伴 100 多位职

场妈妈度过人生特殊阶段，叶倩也成了其中的一

员。2013年，上海市总工会在该市推广凯迪克大

厦的经验，推出“爱心妈咪小屋”项目。于是，温

暖的陪伴一走就是十余年。

从1到8000+

“已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了，还能在哪里

建这样一间小屋？”很多时候，这样的话语并不

是推脱，而是实际的办公环境让一些企业爱莫

能助。

“就这样放弃吗？”遭受了许多次的拒绝，上

海市总工会的干部们也曾经被无力感包围。可

是职工的困难，让他们无法停止——

“简直像在打游击。”新手妈妈陈赟的形容并

不夸张。几年前，她朋友的单位还没有专门的吸

奶场所。那天，几位妈妈花了很大工夫，终于找

到一间空闲的会议室。

“我们立刻溜了进去，把门一锁，连灯都不好

意思开得太亮。”谁知，还没等朋友和同事把板凳

坐热，“砰砰砰”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她们心里“咯

噔”一下，身子止不住

地抖了起来。

陈赟一度觉得自

己 得 了“ 背 奶 羞 耻

症”，随之而来的还有

紧 张 、不 安 和 焦 虑 ，

“在那时的新手妈妈

里，这样的情绪普遍

存在”。

历经多轮走访，

上海市总工会在该市

范围既了解各类推进

的难点，同时也在寻

找 极 具 典 型 性 的 个

案 ，以 此 作 为 突 破

口。很快，中国银行

上海最小的网点安福

路支行，进入了大家

的视线。这里员工休

息 区 总 面 积 不 到 15

平方米，剔除更衣箱

后的更衣室，可使用面积仅剩 1.2平方米。

怎样在这 1.2 平方米之上，为“背奶妈妈”解

决实际困难？进行多次头脑风暴后，最终，一个

化不可能为可能的方案清晰起来：“让小屋和更

衣室共享，把墙面布置成伸缩式操作平台。”

对于建设者而言，这间小屋的意义，不仅在

于它的“共享”设计，它的建成更意味着，“即便空

间狭小逼仄，不要畏难，我们是有路可走的。”

这一走，已是十年有余。截至目前，上海全市

各类小屋及哺乳室已超 8000家，落地机关企事业

单位、楼宇、园区等。其间，小屋的建设者，把一

路探索中的所思所想，逐字逐句地写了下来，上

海市总工会制定并及时修订《上海工会爱心妈咪

小屋星级评定办法》《上海工会爱心妈咪小屋设

置、管理及资金使用办法》，促进小屋提质增速。

建设小屋，慢慢有了章法可循。2022年上半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制定了一份规范，在

该市区级层面首次编撰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

件。把爱心妈咪小屋建哪里、怎么建、怎么管，以

规范的形式加以阐释。

制作标准化文件的底气何来？“在市总女工

委的指导下，浦东持续深入推进小屋建设。2017

年起，小屋建设连续 6 年被列入浦东新区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目前达到了 998 家，基本实

现街镇、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商圈‘应

建尽建’，累计服务女职工超 25万人次。”浦东新

区总工会副主席戴红还透露，浦东根据既有小屋

的多年运营数据，制作了热力分析图，如此一来，

不但可以对小屋的使用频率进行模拟测算，各项

标准也有了实践数据的支撑。

过了不到一年，一份 7000 余字的规范出炉

了，内容涵盖建设小屋涉及的方方面面：哺乳区

要设置应急按钮或对讲装置，家具边角应安装防

撞条，不同星级小屋的建设标准有别……

翻着这本小册子，戴红觉得，“它不只是一份

规范，还是一份小屋建设的说明书。”而在标准化

建设之外，数智赋能也是小屋发展的着力点，借

助大数据等技术，上海的很多女职工通过小程序

查看电子地图，轻松找到了附近的小屋。

如今，在上海的 8000 余间小屋内，四星级及

以上小屋 2109 家。150 多家位于街道、商场、超

市、医院等公共场所向社会开放的小屋电子地

图，在市政府“随申办”、市总工会“申工社”公众

号上搭载，方便有需求的女性就近就便使用。12

个优秀小屋管理团队还获得了“上海市工人先锋

号”荣誉。

探索无限可能

距离袁超琳第一次使用爱心妈咪小屋，已经

过去了近十年。

那时候，她和同事们要到一间设在仓库的小

屋吸奶。小屋没有门禁，只在门口加装了一条简

单的帘子。掀开门帘，整间小屋如同一条狭长的

走廊，里面摆了三把椅子，人一多，有人就不得不

站着。

因为设在仓库，常有不知情的同事突然进来

搬东西，每回都把大家吓一大跳。由于没有水

槽，吸完奶后，她们还要提着工具，穿越办公区进

行清洗。

袁超琳的同事于小明，前后生育了两个孩

子，一路见证了小屋的“升级”。生完二宝后，再

次来到所在的大金公司的爱心妈咪小屋，于小明

很快察觉到差别——

改造后的小屋，要刷门禁卡才能进来，屋内，

流动水槽、消毒柜、冰箱等设备，归置得很是齐整，

柔软的沙发旁，放着可移动的三层置物架，抬眼望

去，每个座位上方，还安装了单独的滑轨帘……

这样的变化，一直在发生。原先设在凯迪克

大厦第 4层的小屋，不久后搬进了空间更为宽敞

的 5 楼。一天，叶倩打开小屋的冰箱，发现里面

摆着一排排透明的玻璃储奶瓶，每个瓶盖上，配

有一把金色小锁，拇指大小。

叶倩很快意识到，“把储奶袋放进瓶子后，我

们能拿走钥匙，这样就不容易弄混了”。准备吸

奶时，她又看到桌上新放了一台八音盒，“听着舒

缓的旋律，闭上眼睛养养神，心情也变好了”。

让妈妈们每次都有新体验的关键，是上海市

总工会在小屋基础上探索其无限可能的不断尝

试。拓展的各类功能，既有利用“互联网+”平

台，邀请该市三甲医院母婴专家，组建“爱心妈咪

小屋妇幼健康指导员团队”，开设线上线下“妈咪

课堂”，也有举办文化艺术、科普健身等活动，开

展心理疏导、维权咨询等个性化服务，将小屋从

“背奶站”变身“充电站”，营造关爱女性权益的良

好社会氛围。

曾经的顾虑，也正一点点消散。

“刚出生的娃咋洗澡？”“孕妇的营养餐怎么

做？”“奶爸能帮着做点啥？”……在上海市第八人

民医院的妇产科就诊大厅，不少新手爸妈正围在

小屋门口咨询。因为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这间设

在妇产科的爱心妈咪小屋，功能有些独特，慢慢

变成了一个为母婴健康服务和科普宣传的平台。

医院社工部主任张璟雯估算了一下，来这里

就诊的孕产妇，大约有三分之二是外来务工者，

对她们来说，晦涩难懂的育儿类书籍有时并不适

用。为此，在过去几年里，小屋的医护人员摸索

着拍短视频，为孕产妇录制了数百条育儿知识

点，并将其一一发到网上。

除了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小屋也向内部女职

工开放。

有一次，为了开导一位产后心情低落的女医

生，医院工会主席潘文新带着这名医生和七八位

同事，在这间小屋里围坐一圈，组建了一个“巴林

特小组”，这曾是一种训练医师处理医患关系的

方法。这天下午，在场的每一个人，挨个对可能

诱发产后负面情绪的场景复演复盘，站在第三方

视角，观察、感受、陈述情绪的产生过程，帮这位

女医生打开了心结。

小屋里有大爱

不知从何时开始，小屋从单一的吸奶场所，

变成了一个小家。身处其中的新手妈妈们，来这

里交流育儿经验，找到能“安慰我”“懂我”的彼

此，有了一种踏实而柔软的归属感。

“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同理

心。”陈赟笑起来时，弯弯的眼睛像月牙。过往的

回忆，仿佛慢慢浮现在了她的眼前：有位女同事

的宝宝发烧了，正当她手足无措的时候，小屋里

的“过来人”手把手地向她传授经验……

小屋不仅温暖着很多正经历人生重要阶段

的女性，也不断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杨融是上海八院爱心妈咪小屋的一名志愿

者，一天，她无意间看到，有位孕妇走出诊室后，

正不停地啜泣。

原来，这位准妈妈已经 32 岁了，即将成为高

龄产妇。刚刚拿到手的检查结果，犹如一道晴天

霹雳。医生说，报告显示她腹中胎儿的胎盘过

大，还伴有脐带绕颈。

“别怕。”杨融坐到她身边，轻轻握住她颤抖

着的手，“我们都会陪着你，一定能生个健康的

宝宝。”

在日复一日的繁忙中，这件小事，很快被杨

融遗忘。几个月后，那位曾经的准妈妈，抱着出

生不久的孩子再次来到医院，找到杨融一遍遍地

道谢：“当时，我的母亲还在外地。因为你的安

慰，我才挺了过来。”

没过几天，她又专程跑来，给志愿者和医护

人员分发喜蛋。不久后，她也成为了志愿服务队

伍中的一员。

为小屋建设“搭把手”的，还有无数家企业。

2014 年，中智公司创建了爱心妈咪小屋办公室，

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协助开展小屋的各项推广工

作：为新建小屋配送铭牌、海报、爱心礼包，分发

爱心企业捐赠的尿不湿、空气净化器、电动吸奶

器等母婴物资。

实践中，一些企业虽有搭建小屋的意愿，却

为从哪里着手、怎么搭配发愁。2015 年，一次偶

然的机会，担任一家大型家居商场工会负责人的

王承发现，由于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不少装修设计

方面的问题，部分小屋的利用率并不高，“一些企

业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们或许能做些什么，让更多企业的女职

工受益。”王承心想。

为了把这件事办成，他和家居设计师连玉

霞，先是参加了上海市总工会举办的爱心妈咪小

屋建设培训营，随后两人花费近半年时间，在宜

家的数据库里筛选了近一万种产品，从中挑出易

组装、防护性强、颜色柔和的家具，逐一搭配，设

计出分别符合三星、四星、五星级别的小屋样板

间，帮助企业实现了“小屋即建即用”。

“楼中有屋心中不慌”

回忆起返岗那天的场景，陈赟觉得对自己而

言仿佛是“重生”。因为在家里憋了好些日子，一

时半刻还适应不了上班节奏。那时，迷茫和孤独

一下子涌上了她的心头：

“我是不是掉队了？”“怎么平衡工作和家

庭？”……她的担心具有一定普遍性。这些正是

横亘在职业女性和母亲身份之间的难题，而它

们，似乎并没有标准答案。

如何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构建生育友

好型社会？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全国总工会

等出台了多项支持性政策，为帮助女职工解决生

育后顾之忧提供了指引。

“一是‘找得到’，电子地图可视化。二是‘听

得到’，建议收集广泛化。三是‘管得到’，阵地考

核标准化。”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陈

鲁说。以小屋为基础，上海市总工会向该市发起

倡议，呼吁共同推动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

作为曾经的“背奶大军”一员，倪嘉此前通过

申请，得以在上班时间进入小屋吸奶，“生育对工

作的影响变小了”。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二胎妈妈李颖。生大

宝之后生二宝之前，她顺利晋升为了部门主管。

因为有小屋在，两次重返职场时，她都感觉很“平

稳”“没有掉队”。与她相似，在生育两个宝宝的

同时，于小明的职务一步步升级，现已担任公司

的法务部课长。

对于林小杨来说，小屋带给她的，还有一种

“从无到有”的体验。几年前，有了大宝的她辞职

待产，为了方便母乳喂养，一直到孩子 6 个多月

时，她才重新应聘了一份工作。发现新单位有小

屋后，林小杨又让大宝多吃了几个月的母乳。怀

上二宝后，“楼中有屋心中不慌”的她，在产假一

结束，立刻返回了工作岗位。

越来越多的新手爸爸，也从小屋出发，跟上

了家庭育儿的队伍。在高楼林立的上海陆家嘴，

“拼盘式”亲子工作室、奶爸技能大比武走进了企

业。一到寒暑假，孩子们可以和父母一起上班，

到达公司后再乘专车前往亲子工作室，学象棋、

练射箭……

看着小屋墙上的合影，李铮的眼神柔和中泛

着光亮。照片里，是曾在这里共度漫长岁月的妈

妈和孩子。

“现在的照片是第二批，很快就会换上第三

批。”作为大金公司工会副主席的她憧憬着，在未

来，小屋能成为写字楼建设的标准之一，“一条法

律也好，一项规定也行，让小屋走进每一家企业。”

合影中，妈妈和宝宝们笑得很灿烂。有人留

言，“‘背奶’的日子有咸有甜”，也有人写道，小屋

是她的“避风港”，温暖又安全。

为了为了为了为了 37373737℃℃℃℃的母爱的母爱的母爱的母爱
本报记者 陈丹丹 裴龙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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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拍拍互动环节促进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 受访者供图

育婴课堂让准爸爸提前体验与宝宝的亲密时刻。 受访者供图

新手妈妈们正带着宝宝一起互动。 受访者供图 爱心妈咪小屋的一角，放置了折叠屏风。 受访者供图 “共享型”爱心妈咪小屋推介会正在举办。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