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男家庭：丈夫是主力

自由家庭：家务干多少看心情

收入决定活儿干多干少

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今年 47 岁的刘女士是个能干的
女人，别看她身材瘦弱，却是家里的

“一把手”，家里家外都是她在操持，洗
衣做饭接送孩子都是她一个人。她不
仅把自己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连
带的婆家和娘家两个大家庭的活儿也
都干了。“其实吧，我是习惯了，就没指
望老公，有时候看他干活儿不合我意，
还不如自己直接干了。”刘女士说，她
本人比较传统，尽管她有稳定的工作，
而且挣钱也不比老公少，但是她还是

把家务活儿都包了，也没有想着让老
公帮她分担。

如果说刘女士是自愿包揽了全部
家务，那么相比之下，40 岁的杨女士
就有些被动了，因为杨女士遇到了一
个有着较强“大男子主义”观念的老
公。“俺家老公，不干活还整天地指手
画脚，这儿不干净了，那儿不整齐了，
特爱指挥。”杨女士有些抱怨地说，老
公属于“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人，妥妥
的“甩手掌柜”，但还要求家里要干净

整洁，东西摆放有序，这不明摆着都是
让自己干？可是话又说回来，居家过
日子哪能像在宾馆一样，啥都规规矩
矩的，特别是家里还有个半大孩子，仅
孩子的东西都收拾不完，而且杨女士
自己还要工作，所以每每达不到老公
的要求，老公就不满意，轻了嘟噜两
句，重了就发脾气。好在杨女士脾气
好，知道老公的秉性，不与他一般见
识，每当老公提出不满时，杨女士就赶
紧改正，以此平息老公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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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家务劳动多集
中于女性。2019年，国家统计局
调研结果表明，我国女性用于家
务劳动的平均时间是男性的2.5
倍。女职工在参与社会劳动的
同时，照顾子女、辅导孩子学习、
日常打扫、做饭等各项家庭无偿
劳动时长均明显高于男职工。

“家是夫妻双方用心、用情
共同搭建的爱的港湾。在家庭
生活中，家务劳动也需要夫妻互
帮互助，共同分担。”河南省妇联
第十四届执委李凤林说，现在的
社会早已打破过去传统意义上
的男主外女主内格局，女性和男
性一样，外边打拼事业，回到家
里，家务劳动自然也不能让女方
唱“独角戏”，丈夫对家务劳动适
当分担，不仅是担当，也包含了
对妻子的爱。

李凤林是红旗区诚城社区
党委副书记，有着20多年的基层
社区工作经验，她曾先后荣获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人民调
解能手”等多种荣誉，其家庭在
2018年时还被评为新乡市“文明
家庭”。

李凤林说，生活中，女性往
往被认为是家务劳动的主力
军。从性别差异上说，或许女性
更能做好家务，但这并不意味着
女性就该做家务。家务活儿夫
妻共担，不仅能让小家更加温馨
和谐，平等的婚姻关系也更符合
现代法治精神。

那 么 如 何 分 配 家 务 活 儿
呢？李凤林认为需要遵循以下
原则：

合理分配原则。家务活儿
应根据双方的工作情况、身体状
况和性格特点等因素合理分配，
简单的分工能够让家庭正常运
转更有序。比如女性有耐心，做
事仔细，擅长做饭、洗衣、收拾杂
物等；男性比较适合单纯点的、
重体力的活儿，比如采购、打扫
卫生等。

不计较原则。有人说，家庭
是延续爱的地方，不是斤斤计较
的地方。当一方遇到特殊情况，
另一方适当伸出援手，在家务上
多分担一些，另一半心里会更加
感动，夫妻关系会更加融洽。夫
妻双方在家务中应互相配合，互
相帮助，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

其实，家务活到底谁来干，
这是生活中的一本无字之书，每
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和
选择，但是不管选择哪种方式，
夫妻双方都要明白，每一个幸福
美满的家庭，都需要两人共同努
力，共同维系，每一对夫妻只有
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家务劳动的
平衡点，共同携手才能让家庭走
得更稳、行得更远。

家务活儿 究竟该谁来干？
□策划 姬国庆记者 李蕊

俗话说：“开门七件
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个家庭从组建的那一
天开始，就会逐步产生
很多琐碎的活儿，从偶
尔修个水管、买个家具，
到常见的一日三餐、拖
地洗衣接送孩子，这些
活儿都要有人来做，那
么夫妻二人到底是谁来
做这些家务？如何分配
这 些 家 务 ？ 夫 妻 间 的

“定律”千奇百怪。

当然，也有些女士比较幸运，嫁了
个暖心老公。今年 70 多岁的李阿姨
就是被老公宠着的女人。尹先生和李
阿姨刚结婚时还在部队参军，两人过
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尹先生觉得有些
愧对李阿姨，后来尹先生转业到地方，
两人才过上了朝夕相处的日子。从那
时起，尹先生包揽了家中的大小事情，

用他的话说：“舒适整洁的家，谁都喜
欢，以前在部队顾不了家，转业后，我
就多干点儿，让老伴儿歇歇。”尹先生
的勤快，亲戚朋友都知道，而李阿姨也
因此常常成为周围女士们羡慕的对
象。

无独有偶，从事高校教育工作的
张先生是妥妥的“一家之主”，家里从

买菜做饭，到洗衣带孩子，他全包了，
只因他娶了一名“白衣天使”。爱人的
工作性质决定了张先生要承担更多的
家庭责任。“我家两个女儿从小都是我
带，所以跟我也比跟妈妈亲。”张先生
说，现在大女儿12岁了，小女儿也7岁
了，只接送女儿们这一项，他每天都跑
得不亦乐乎。

“我们家的家务活儿没有单独依
靠某一个人，通常是干多干少看心
情。”43 岁的李女士一边擦拭集成灶
一边说，她家的家务活儿没有严格的
分工，心情好了多干点儿，心情不好
就啥也不干，老公如果看不下去，那
么他就去干。用她的话说就是：“不
能惯老公这毛病。因为我也要工作，
凭什么家务活儿都得我干。”李女士

坦言，刚结婚时，也因为家务活的问
题和老公拌嘴，后来时间长了，俩人
达成了共识，双方不指挥对方去做，
更不因此互相指责。不过由于其老
公爱做饭，也擅长做饭，所以只要老
公在家，就全权负责做饭。长期磨合
下来，这也成了两人约定俗成的生活
方式。

李女士的做法得到任女士的赞

同。“对啊，我们也有工作要做，所以有
时候，我就会故意留些家务给老公
做。”任女士说，她最讨厌的就是，她在
干家务，丈夫却躺在沙发上抠着手机
刷视频，这让她心里极度不平衡。让
任女士最不能忍受的是，她这边收拾
着家务，那边老公还乱丢物品，每每此
时，她都想“河东狮吼”。

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今年33岁的叶女士是一名“全职
太太”，她坦言，因为老公挣钱维持着
一家四口的开销，所以她没理由去推
卸家务。“老公工作压力大，很辛苦，我
咋好意思还让他去干家务活儿呢？”叶

女士说，她曾有过短暂的职场经历，理
解职场人的“辛苦”，所以她专心料理
家庭和孩子。

无独有偶，在外企工作的韩女士
工资比老公翻了一倍还多，所以即使
老公有工作，也要承担大部分家务。

韩女士说，收入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她收入高，但工作相对较忙，所以她
也没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而他老
公和她恰恰相反，有足够的时间料
理家务。

倡导家务共担

市民朱女士在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