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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有年轻妈妈因为
不会带孩子，每月花 !"万元住了 #个月的
月子会所。随着二孩政策放开，月子会所以
及月嫂的价格水涨船高。那么，你会选择月
子会所吗？你如何看待动辄 !"万元每月的
月子会所？街谈巷议走上街头，听听市民朋
友怎么说。

好货不便宜 服务须到位
采访中不少市民坦言，如果经济条件允

许，非常乐意去月子会所。“比起家里人帮着
坐月子，去月子会所省时也省力多了。”不少
市民坦言，优质的月子会所是自己的首选。
而谈起月子会所水涨船高的价格，许多

市民表示“可以理解”。“只要有人愿意为此
埋单，就不能说不合理。”市民称，只要能有
对应的高档服务，高价月子会所是可以接受
的。“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只要服务到位没
有什么不可以的。”
另一方面，也有市民称价格并不是自己

考量月子会所的首要条件。“只要太太恢复
得好，多少钱都是值得的。”市民称月子会所
的服务质量，环境因素，资质条件都是自己
所要考虑的。

不过，也有市民指出，现在的月子会所
良莠不齐。“我更青睐外国人办的，国内的质
量有点担忧。”市民调侃称，对于月子会所的
感受是“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贵的月

子会所我们也负担不起。太便宜的又不放
心，有时候选择也挺困难的。”

月嫂与会所孰优孰劣
谈及月子会所，有市民也表示，“去不起

月子会所，请一个好一点的月嫂也是能接受
的。”市民称，如果月嫂的质量过关，服务可
以更有针对性。“毕竟是一对一服务，月嫂能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订制服务。”

但也有市民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月子
会所毕竟是全套流程化服务，更为专业。而
月嫂则有局限性，况且家里有一个陌生人，
不少人也不能适应。”
说起月嫂，市民认为，“月嫂我更青睐熟

人介绍的。”市民表示由于对月嫂的准入资
质有所担忧，自己并不倾向于主动去找月
嫂。“个人很难鉴别月嫂的好坏，而一旦做起
来，也就没法后悔了。所以更倾向于用熟不
用生。”

不麻烦别人是第一原则
采访中，一位市民表示自己并不愿意请

月嫂，也不愿意去月子会所。而原因并不是
因为经济问题。
“在家坐月子要麻烦家里亲戚，请月嫂，

去月子会所，也会给家里人添麻烦。”市民表
示，自己更希望自己坐月子能“自力更生”。“欧
美人坐月子也没那么折腾，如果我身体允许，
我也想自己能够好好恢复，不多麻烦别人。”
市民称自己并不排斥月嫂和月子会所，

“存在就是合理，月嫂和月子会所既然有市
场，就说明有需求。”但这市民也指出，“这不
代表我们就要依赖他们，很多事能自己做好
就不要麻烦别人了，坐月子我觉得也是。”

新民网记者 卞英豪 蔡黄浩 江妍

月子会所价格水涨船高
听听市民朋友怎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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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愿真会填出一堆困惑和矛盾吗？”
“填志愿的‘窍门’真能适应每位考生吗？”昨天
本报刊出《填高考志愿应首要考虑孩子兴趣》
一文后，引来许多读者的共鸣。特别是对于考
生如何获取相关招生考试信息的问题，来自官
方的解答是，考生可通过教育部、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和招生高校的正规
宣传渠道来获取招生考试信息，避免其他渠道
信息可能带来的误导。

考生与家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出现意见
不一，甚至引发家庭不悦的事情，其实每年都
会发生，也势必会影响到考生备考的心情。对
于本报提出的家长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和
兴趣特长，也有读者提出了相左的观点。因为
孩子毕竟年幼，社会阅历有限，家长如果坚持
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的，就应该多做些循循善诱的工作，通过摆事
实讲道理，让孩子明了究竟该如何选择自己的
志向。还有的读者提出，这样的职业生涯选择
教育不应该只是到了填志愿前才“突击”，而是
应该贯穿到整个中小学的学业之中。浦东中学
校长倪瑞明说，调解好因填志愿引发的家庭矛
盾，不妨掌握一个“技巧”：如果孩子的学业成
绩一直比较优异，那家长就应该有所让步，充
分尊重孩子的选择；如果孩子的成绩平平，那
就应该多听听家长的意见。

对于如何兼顾考生的兴趣与未来的职业
前景，上海政法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办公室负责
人张军说，在选择高校、选择专业时，既要有兴

趣，还要着眼未来，特别是要对学校的专业设
置做提前了解，而不是盲目地只看学校的“名
气”、只看专业是不是“光鲜”。比如，上海政法
学院今年新成立的“丝绸之路”律师学院，新增
“法学（涉外卓越律师人才培养试点班）”专业
方向招生，并提出了外语口试成绩要达到 .

级以上（含 .级）、外语单科成绩达到 !", 分
以上的要求。这样的信息务必在填志愿前了解
清楚。

对于众多考生提出的“填报志愿时，是否
需要填满全部院校和专业的志愿”这一问
题，市教育考试院表示，不一定要全部填满，
考生可根据本人情况和意愿来选择填报院
校志愿的个数，可以全部填写或部分填写，
没有规定一定要全部填满。但为了增加录取
机会，建议考生用好志愿表，充分表达自己
的报考意愿。

首席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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