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对于其他背奶妈妈，市民刘女士的条
件可能会好些。

“在银行上班，天天忙得团团转。”刘女
士的宝宝1岁多，近期她正在考虑断奶。“现
在天太冷，等到天暖和些就断吧，我已坚持
七八个月了。”刘女士说，宝宝半岁时，她回
到工作岗位，上班之前特意买了全套的电动
吸奶设备和储奶瓶、冰包，并且在脑海里一
直计划着上班时该怎么吸奶、找什么地方
吸，众多背奶妈妈都去的卫生间有时也是她
无奈的选择。

单位离家较远，办公室又是敞开式办公
环境，无奈之下，刘女士只好选择在自己的
车里吸奶。

“我每天都会把车停在停车场比较隐蔽
的地方，用布遮挡车窗，吸奶时很紧张，奶量
也不是特别多。”刘女士说，今年夏天，一次
车停的位置不好，“正好在太阳底下，怕引人
注意不敢发动车子，吸奶时差点热晕了。”

吸奶后如何储存？一名背奶妈妈告诉
记者，吸出的母乳如果不能马上喂给宝宝，
就要放到冰箱的冷藏室进行储存，如果单位
没有冰箱，在常温环境下母乳很容易变质。
大多数妈妈表示会将母乳放进储奶袋或奶
瓶后放进单位的冰箱里，没有冰箱的则放在
单位较阴凉的角落，或是让家人来单位取回
家直接给宝宝吃。

“既然上班背奶那么辛苦，还不如给孩
子吃奶粉，反正奶水一般也会越来越少吧？”
采访中，有部分妈妈这样说。也有不少新妈
妈在母乳还是奶粉喂养孩子的问题上认为，
如果有奶水，最好是给孩子喂母乳。

车上吸奶差点热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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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近段时间，一段关于背奶妈妈的视频在微信上疯传，
感动了众多妈妈。背奶也是近几年才开始在国内流行，何
为背奶？百度的词条解释是，年轻妈妈把专业的吸奶、储
奶器具带到单位，利用工作间隙完成吸奶、冷藏、保存等一
系列流程，晚上背回家给宝宝当第二天的“口粮”，这样的
行为简称背奶。

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背奶妈妈。近日，记者采
访了几位背奶妈妈，倾听了她们的故事。

为了宝宝有“口粮”，她们带上工具“忍辱负重”储存母乳
近日，本报记者走近鹰城的背奶妈妈，带您聆听她们的辛酸苦辣

背奶——无奈的选择，伟大的母爱

32 岁的杨欣是一位 12
月龄宝宝的妈妈，至今已背
奶7个多月。“过完年就考虑
断奶，这样下去太折磨人
了。”杨欣说，她家住市区中
兴路平顶山火车站附近，单
位在市区建设路东段。

由于产假休得早，在宝
宝只有4个多月时杨欣的产
假就结束了。“单位离家有一
二十里，来回要个把小时，回
家喂奶根本不现实。”杨欣
说，刚回单位上班时，她总是
中途请假回家，但时间长了，
同事难免会有意见。为此，
每到宝宝吃奶时，她就让家
人带着孩子到单位附近，她
借机出来，“一次两次还行，
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断
奶她又不舍得，“我的奶很
好，又不是没有，而且家人和

老公都认为母乳是最佳的营
养来源”。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便加入了“背奶族”。

说起背奶的经历，杨欣
觉得很委屈，“每天临出门喂
一次奶，在单位要用吸奶器
吸两次，单位没有哺乳室，只
能在卫生间吸奶”。杨欣说，
虽然卫生间打扫得很干净，
但一想到是在卫生间吸出的
奶，她就有种想把奶水倒掉
的冲动，可再一想，倒了宝宝
隔天的“口粮”就没了，就只
好忍住。

“有时趁其他同事不在
在办公室吸奶，但总感觉像
做贼一样。”杨欣说，每到此
时，她就特别希望单位能配
备专门的哺乳室，“其实不需
要多大、多好的空间，简单干
净即可。”

无奈之下背奶

市民闵女士在新城区上班，
家住市区矿工路中段，儿子出生
4个月后，她被迫背奶。“每天都是
提着大包小包，吸奶器、奶瓶、冰
包、冰袋。”闵女士说，每天上下午
各一次躲到厕所里吸奶，“吸出的
奶放到茶水间的冰箱里，等到下
班再装入冰包中背回家。”

闵女士说，背奶不仅辛苦、
烦琐，而且还是个技术含量很高
的活儿，整个过程都尽量无菌操

作、“冷链”运输，一个环节出错，
奶都可能变质，儿子就曾吃过她
背回去的奶拉了肚子。

“有次把自己锁在单位办
公室挤奶，结果门锁坏了，一位
男同事推门而入，可想有多尴
尬……”闵女士说，后来她虽然
尽可能小心，但奶量越来越少，
两个月后就被迫放弃背奶。“还
是直接给宝宝喝奶粉吧，我省
事，家里也省事。”她说。

背奶俩月被迫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