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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中心价格参差不齐
从业人员证书五花八门

东莞市面上月子中心收费从3万元到16万元不等，内部环境、
服务水平各异，选择称心的月子中心成“技术活”

月子是国人重要的传统生
育文化。随着二孩政策落
地，月子中心这一机构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东莞市面上
各类月子中心已将近50家。市面
上月子中心运行情况如何？宝妈
们如何才能选到放心可靠的月子
中心？连日来笔者走访发现，由于
没有统一的国家规范标准，东莞目
前市面上各月子中心定价参差不
齐，工作人员的技能证书也是“五
花八门”，对于宝妈来讲，挑选合
适的月子中心，真需要花点心思。

月子中心服务内容涉及生活
料理、产妇康复、婴儿护理、住宿、
餐饮、卫生等方面。不少人认为，
产后选择到规范的月子中心，既
有专业服务，又省却了不会照料
等诸多麻烦。然而，由于目前市
场上的月子中心良莠不齐，宝妈
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月子中心并非
易事。

家住东城的张女士算是“高龄
产妇”，今年二胎将出生，家人商
量后决定找一家月子中心。据张
女士介绍，她最近看了很多家月

子中心，发现各自主打的特点不
一，价格相差大。有的在别墅里，
有的在酒店，还有的在医院，硬
件、软件看上去有所差别，唯一相
似的是价格不菲。

“担心选择价格高的，物非所
值。选择价格低的，又担心服务
不够专业。真没想到，找月子中
心成了一个技术活。”张女士告诉
笔者，她还询问了一些在月子中
心消费过的亲朋好友，大家的说
法也是各自不同。一来二去，找
到心仪的月子中心越来越难了。

据悉，东莞目前已有近 50 家
月子中心，大部分有 20-50 间房
的规模。一位月子中心的负责人
称，月子中心的火爆并非突然，市
场经过了漫长的培育。尤其是在

“二孩经济”时代，直接受益的母
婴市场被催热，2017年底，东莞集
中出现了很多家月子中心。

对普通市民来说，月子中心的
选择虽然多了，但价格相差大，东
莞市面上月子中心价格从 3 万元
到 16 万元不等，同时每家服务内
容都各不相同，并没有标准化。

笔者连日来走访了市区8家月子中心，其中3家
表示还剩余少部分房间，其余5家表示均已住满，已
没有空余房间。就算档期排到九十月份，很多月子
中心房间也剩得不多，到12月份才有较多空房。

一家名为馨喜月的“老牌”的月子中心房间预订更
为火热，据普济分店的工作人员透露，该月子中心的房
间一直到9月几乎全被预订。“不少市民都是刚查出怀
孕便前来预订房间，有的市民在备孕期间就预订了房
间。想入住一些好的房型，至少要在产前6个月预订。”

笔者调查发现，东莞正在运营的月子中心大致有
以下几种模式：有医疗机构附属式的月子中心，医生、
护士配备齐全，24小时值班。这种模式通常更强调医
疗技术优势，譬如康华医院的母婴中心；有的月子中
心是一栋独立的建筑，以专业会所的形式，提供私人
定制套餐，譬如爱丽馨御景；有的是租下星级酒店并
改装为月子中心，配备月嫂、护士等人员，还有产后修
复中心等，是市场上最多的形式，譬如巍阁如兰月府、
宝媛会等。后两种模式，多强调居住环境的舒适性以
及服务、产后康复、膳食优势等，一般收费较高。

笔者走访市区多家月子中
心发现，这些月子中心的风格各
异，有的主打居家温馨风，有的
走公寓式服务路线，更有打着

“私人定制”的旗号，定价差别很
大。以 28 天的护理套餐为例，
价格从3万元到16万元不等。

据业内人士透露，月子中心
的服务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主要
是贵在房间上，譬如位于东城的
十月后月子中心房型分为标准
间、一室一厅、两室一厅以及三
室两厅，面积越大，入住费用也
就水涨船高。

某月子中心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普通房和套房的服务内容
基本相同，区别之处就是套房比

普通房面积多20平方米和一套
沙发。同样是 28 天，十月后月
子中心标准间的房间费用是 6
万元，高级房的费用是8万元。

除了房屋面积外，月子中心
还称，他们的产后康复项目也是
导致费用不同的原因之一。笔
者走访发现，瑜伽、中医康复、美
体甚至花艺、茶道、烘焙等都成
为了其中的服务项目。

康华医院妇产科主任翟彦骊
介绍，目前，月子中心并没有统一
的国家规范标准，月子中心在物价
部门也没有统一的限价标准或备
案手续等，各个月子中心根据各自
实际情况进行定价，这也致使目前
市场上月子中心的价格各不相同。

笔者走访中发现，不少月子中
心都宣称“一对一24小时看护”，
即保证一名护理人员专门护理一
名宝宝，可有效降低交叉感染的几
率。但是含金量到底有多少？

南城区某酒店式月子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他们可以为宝妈和
婴儿提供24小时看护服务。不
过，笔者采访得知，实际上宝宝们
还是统一集中在育儿室托管照
顾，日常洗澡、喂奶、换尿片等护
理由轮班护士和月嫂轮流进行。

别墅式的爱丽馨月子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他们家的

“一对一24小时看护”由月嫂完

成，月嫂全都是自己员工培训，
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医护人员
每个周查房一次。

医护人员陪护方面，除了医
疗机构附属产后康复中心外，很
多月子中心设有护士站。但多位
月子中心销售人员告诉笔者，遇
到紧急情况，他们会第一时间建
议宝妈们带着孩子去医院处置。

笔者了解到，月子中心目前
没有统一的从业人员资格标准，

“持证上岗”往往名不副实，市面
上的母婴护理师证（月嫂证）、高
级母婴护理师、催乳师、营养师、
小儿推拿等证书五花八门。但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的最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目前在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中，仅
有“育婴员”这一职业。

一名业内人士称：“目前育
婴师、产康师、催乳师等证件，由
五六个部门来发证，比较混乱，
我们也不会辨别证件真假，只能
对员工重新培训，考核合格后才
敢让他们上岗。”

此外，笔者在走访过程中还
发现，各个月子中心的内部环境、
装修质量等也参差不齐。笔者走
访中发现，南城某家与酒店共用
一栋建筑的月子中心，并没有设
立独立的电梯。笔者发现，有网
友就曾投诉，在共用一栋建筑的
月子中心休养时，屡受隔壁房间
装修的滋扰。（文/图 姚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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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匠人改良“奔驰龙舟”
传承者探索衍生产业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谢颖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在东莞，每年农历五月，百多条龙舟在东江上劈
波斩浪奋勇争先，岸上观众呐喊助威，场面蔚为壮观。

龙舟活动在中国家喻户晓，龙舟精神又象征着拼
搏、奋发。在龙舟制作技艺上，东莞拥有国家级、省
级、市级非遗传承人，他们以精进的龙舟技艺和大国
工匠精神，推动着龙舟文化在东莞枝繁叶茂。近年
来，东莞水乡多镇打龙舟“文化牌”，大力推动文化创
新，为龙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奋勇拼搏
的龙舟精神，亦激励着一代代东莞人开拓进取，推动
湾区都市发展日新月异。

龙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岭南珠三角地区，东莞龙舟制作远
近闻名，东莞中堂镇就是著名的龙
舟制作基地，也被誉为“中国龙舟
之乡”。

中堂镇的龙舟制作有500多年
历史，目前制作龙舟的船厂共有 5
家，龙舟造型主要为传统的“大头
龙”，“大头龙”龙头高高翘起，气宇
轩昂，形似柳叶。传统龙舟由龙
头、龙身、龙尾三部分组成，制作工
艺包括选底骨、起底、起水、打水
平、做大傍、做横档、做坐板、安龙
肠、上桐油灰、刨光、涂清漆、制作
安装龙头、安装尾舵。一般龙舟制
作周期为一周或半个月。

龙舟的制作用料也经历过三个
阶段，从民国前的格木（坚固耐用）
到松木（重量减轻），再到近十多年
的杉木（龙舟吃水浅、速度增快）。

位于中堂斗朗的霍沃标龙舟造
船厂，是中堂镇生产量最大的龙舟
船厂，目前主要客户来自广东、福
建、湖南、广西等地。记者走访看

到，霍家船厂临江而建，
四五名工人正在赶制一
条传统龙舟。这个船厂
至今还保留着超过 40

余年的旧龙头、
旧龙船、旧龙舟

制作工具，是研究龙舟历史民俗文
化的重要载体。这里每年都会吸引
10-20批次大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学
习，还有龙舟爱好者、水乡各镇机关
单位前来拓展实践，亲身体验龙舟
制作。

虽然现在船厂的订单数早已
不如曾经的鼎盛期，但船厂的主人
标叔（市级非遗传承人）仍没有放
弃对于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与创
新。标叔告诉记者，现代客户购买
龙舟更讲究行进速度，于是他冥思
苦想如何为龙舟“提速”。2012年，
他研究快艇突生灵感，创新将龙船
底由平底改造成为三角形，几经实
验，这样的龙舟果真在水里行进更
快。当年这支改良的新船，果不其
然就帮助中堂一村队在龙舟赛事
中夺冠。

如今，在标叔的船厂里，挂满
了来自于福建福州、东莞石龙、中
堂等客户送来的锦旗，称他的船为

“龙舟奔驰”。
同所有的非遗一样，标叔的非

遗技艺也面临着传承发展的困局，
可喜的是，标叔的儿子近年来回船
厂接过了传承这一棒。“他学得很
快，还自己捣鼓做了龙舟茶台，你
看，还被人看上下了订单。”标叔指
了指茶室中间那个龙舟茶台，脸上
浮现着自豪的笑容。

古老的船厂已经走到了历
史的十字街头，但文化的传承却
不会断线，除了标叔的儿子致力
于传承创新，不少东莞本土青年
也迷上了龙舟头工艺品制作。

在东莞万江，19 岁的小伙
子黄智冬无师自通，“大概是从
小就喜欢看划龙舟，长大以后
就一直想自己制作，一路摸索
就到了现在”。黄智冬说，他很
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看龙舟，
大约是幼儿园时期就喜欢了。

父亲喜欢看龙舟、划龙舟，
儿子却爱上了做龙舟。“从小就
喜欢观察不同的龙舟头，看它
的样式、颜色和神态。”从幼儿
园开始画龙头，直到五年级，他
看到一块木头边角料，就想为
什么不自己雕一个龙舟头的模
型呢？就这样，一块边角料，一
把美工刀，黄智冬开始了探索
做“龙头”之路。

有意思的是，龙舟头做着
做着还给黄智冬挖到了人生第
一桶金。2015 年，一位龙舟爱
好者在微信上看到了他的作
品，执意要订购 4 件“迷你”龙
头。寄给客户后便收到了 200

元酬金，此后，利用暑假时间，
他都能完成十多个订单，收入
3000多元。

和黄智冬一样痴迷龙舟文
化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中堂镇

“90后”小伙成仔更是开起“成
仔龙舟模型工作室”，在抖音、
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网友
关注。他制作的龙舟，大大小
小如同整装待发的“士兵”一字
排开，色彩斑斓甚是精美。去
年，他陆续完成了近百只小龙
舟订单，发往全国各地。

除了民间本土青年自发走上
龙舟文化的传承之路，官方也一
直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发
力。在东莞麻涌开展的田园亲子
文旅季之“我带爸妈扒龙舟”亲子
体验活动中，亲子家庭们相聚华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体验水上龙
舟拔河、DIY龙舟桨彩绘、品尝特
色龙船饭，感受传统习俗带来的
别样乐趣和文化体验。

在东莞中堂，为擦亮“中国
龙舟之乡”名片，繁荣中堂文体
事业和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镇委、镇政府制定了《中堂镇

“三张牌”龙舟发展规划（2019-

2021）》《中堂镇文体振兴发展规
划（2020-2022）》，多措并举促龙
舟文化传承发展。据悉，目前该
镇制作龙舟模型工艺品师傅共
有10多名，为了改善现有的各
类型的龙舟模型存在的产品无
包装或包装不成熟的问题，中堂
镇政府特邀东莞市广美文创研
究院进行外观包装的设计，针对
运输与展示功能设计了亚克力
展示盒，不仅抗压防震，也让包
装更加精致大气。

中堂镇还率先以政府牵头，
联合高校、文化创意设计公司交
流合作，开发了一批龙舟文创产
品，促进龙舟民俗文化产业的孵
化、发展，形成龙舟民俗文化产
业规模。每年镇政府还投入资
金开展龙舟文化进校园及龙舟
技艺培训班，发掘龙舟制作技艺
好苗子，促进普及和代系传承。

在东莞沙田，龙舟竞渡赛
事推陈出新，从 1996 年开始，
在全镇 17 个村配备国际标准
龙舟，成立女子龙舟队，大力推
广国际龙舟运动和女子龙舟运
动，形成传统龙舟、标准龙舟、
女子龙舟“三龙鼎力”。

传统的龙舟竞渡活动在
东莞由来已久，农历五月，龙
舟水涨，东莞各镇约定俗成
从五月初一开始接力举办

“龙舟趁景”，同时还有三年
一次的“斗标”。于是每年五
月初一，万江竞渡的锣鼓一
响，东莞水乡地区就拉开了
龙舟月的序幕，万江也被称
为“东莞龙舟第一景”。

龙舟竞渡，赛的不仅仅
是体力与耐力，还要赛人的
团结合作，龙舟精神是一种
同舟共济、团结拼搏的精神，
也是一种力争上游、奋勇当
先的诠释。进入新时代，这
种“敢为人先，奋勇争先”的
龙舟精神也成为东莞水乡继
续改革开放不停顿，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黎政文是中堂镇龙舟协
会副会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
中堂潢涌凯龙龙舟队的负责
人。“每年端午前两个月我们
就开始‘竞争上岗’集训。”何
为“竞争上岗”？黎政文解释，
目前俱乐部里有80多人，年
龄在18-40岁，多是潢涌村及
附近的龙舟手，而参与竞赛的
标准龙是 22人，于是竞争从
初选拔就开始了。据介绍，目
前集训项目主要包括水上训
练、力量训练和跑步。

2010 年，龙舟作为正式
比赛项目首次进入了亚运会

的赛场。目前，2020 年东京
奥运会（因疫情推迟到 2021
年举办）也把龙舟定为表演
项目。去年 9 月，符合奥运
标准的竞技龙舟在北京顺义
国家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首度
亮相，并进行了下水测试，这
也标志着龙舟“入奥”迈出了
扎实的一步。

竞技龙舟，外观和船体
都经过了全新的设计。相比
于传统的龙舟，竞技龙舟的
船身更短更窄，仅需10人参
赛，其中包括了 8 名桨手、1
名鼓手和 1 名舵手，更符合
奥运会的参赛标准。

经过传承发展，竞技龙舟
早已不是一项小众运动。东
莞的龙舟赛事和相关活动众
多，龙舟队也赫赫有名。1984
年，东莞第一次派出运动员与
顺德组成广东龙舟队参加在
香港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龙舟
邀请赛，首次亮相就一鸣惊
人，力挫群雄夺得冠军。

上世纪 90年代末，沙田
龙舟队就代表国家征战世界
各 地 ，并 取 得 骄 人 成 绩 。
1998 年，沙田镇男子龙舟队
受国家体委委派，代表国家
组队参加在马来西亚、新加
坡和香港等地举行的亚洲杯
龙舟赛和国际邀请赛，先后
夺得五个冠军，受国家体委
和上级政府的通报表彰。

于是，有人用“五风并
存”来总结东莞龙舟文化现
象：一是缅怀先贤，有怀古
之风；二是龙舟竞渡，有体
育之风；三是龙舟搭台经贸
唱 戏 ，有 商 贸 之
风 ；四 是 地 方 特
色，有民宿之风；
五是历史悠久活动
丰富，有文
化之风。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龙舟之乡”

传统文化在传承中枝繁叶茂

非遗文化

守正创新

竞技精神“五风并存”的东莞龙舟

康复项目配备的瑜伽室

某月子中心的内部环境

某
月
子
中
心
的
育
婴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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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上龙舟竞渡

市级非遗传承人霍沃标

东莞水乡多镇打龙舟“文化牌”大力推动创新，为龙舟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