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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年糕妈妈李丹阳（以下简

称“糕妈”）和年糕爸爸林威（以下简称“糕爸”）带着孩

子户外露营时偶遇粉丝，粉丝的感慨让糕妈哭笑不

得：“原来你们也需要自己带娃呀？”但也是这句话，勾

起了糕妈电商创业的回忆——— 从带娃起步。

  从浙江大学临床医学研究生毕业，到开设微信公

众号“年糕妈妈”做母婴科普，再到创立电商企业，“年

糕妈妈”通过文字、视频与宝妈们情感相连。糕妈毕业

后的十年故事，折射的是我国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十

年，也是时代创业创新繁荣的十年。

  回首这十年，“年糕妈妈”成为互联网经济浪潮中

的一朵浪花，而“年糕妈妈”所处的浙江杭州，从以旅

游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到“互联网之都”，从“互联网+”

到“数字经济”，“新天堂”的招牌越擦越亮。

缘起爱分享

开通公众号

  从怀孕到育儿，每个妈妈都身在这场无法退出的

大作战中。

  如今的母婴博主、育儿专家糕妈可以平衡好家庭

和事业，在镜头前为新手妈妈们指点迷津，解决育儿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可回到2014年，大儿子年糕出生

之初，面对睡觉不超过25分钟的挑战，糕妈也曾在一

个个漫长的黑夜中逐渐情绪崩溃。

  糕妈回忆，年糕3个月大时，有一天晚上糕爸要连夜

开车去上海出差，原本糕爸还想陪她一起把年糕哄睡

了再走，然而年糕一直闹觉到夜里11点多，最后糕爸不

得不出门。而看着哭闹的年糕，她自己也忍不住流泪。

  必须作出改变！糕妈拿出曾经埋头苦读的学霸风

范，翻开孕期购买的《睡眠圣经》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和实操方案。一天改变一点，两周后，她终于把年糕的

夜间睡眠时间调整到每天七点半。

  一直以来，糕妈都是朋友圈里的分享“达人”。在

成功调整年糕睡觉时间后，她也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

心得和读书笔记发到孕期加入的新手妈妈群里，希望

能帮助有同样困扰的新手妈妈。

  当时的育儿知识还不像现在这样获取便捷，而把书

籍内容直接分享到群里，很多妈妈往往因看不懂、学不

会而作罢。出于“帮人帮到底”的心态，糕妈录制了一个

小视频，告诉大家自己平时是怎么做辅食的，以及使用

了哪些工具等，没想到大受欢迎。谈到此处，糕妈笑了，

“现在回看当时拍的小视频，真是粗糙得惨不忍睹”。

  渐渐地，糕妈成为将书本上育儿理论知识翻译成

“大白话”的群内“红人”，有人就提议何不开个微信公

众号，把这些好懂又好用的知识分享给更多人。

  其实，走上母婴科普这条路，除了妈妈们的期盼，

糕妈觉得自己身上那点“圣母心”也是重要内因。有一

次在外吃饭时，她看到一位奶奶正拿汤底拌饭喂低龄

宝宝，顿时就坐不住了，上前劝阻并告诉孩子奶奶为

什么宝宝不能吃这么咸。还有一次，在公园碰到晚上

带宝宝闲逛的家长，她也忍不住上前劝说家长早点带

孩子回家，“是该睡觉的时间了”。

  “圣母心”的玩笑背后，是爱分享、乐于助人的天

性。糕妈开始沉下心思考：自己能不能让更多带娃的

家长了解正确的育儿方式？

  不久，“年糕妈妈”公众号启航，并于2014年7月31

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从如何调整年糕的睡眠、给年

糕制作第一口辅食，到孩子湿疹怎么办、水杯怎么

选……选题都来自糕妈平时在带年糕时遇到的问题

和自身了解到的宝妈们迫切需要的知识。

  多少个夜晚，糕妈在年糕睡着后挤出时间看书、

查资料、写文章、排版……2015年3月，“年糕妈妈”有

了第一篇10万+文章。公众号粉丝数量很快超过10万，

妈妈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在后台留言询问，糕妈也

乐于和她们分享，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还去查阅资料

寻找答案。

  李晓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两岁多时生重病

住院做手术，6个月大的儿子又查出贫血，奶水不足的

她焦虑自责，听说孩子满6个月能添加辅食补充营养，

可她却无从下手。

  李晓玲在网上搜索发现，“年糕妈妈”公号上有很

多介绍营养辅食做法的文章，她试着按照“宝宝辅食

日志”给儿子做了几次辅食，效果很好。后来，她一直

关注“年糕妈妈”，从上面不仅学会了做辅食，还学到

很多育儿知识。随着儿子胃口大开，营养跟上了，身体

指标也正常了，她悬着的一颗心也渐渐放下。

  糕妈说，能帮助别人，被人需要和信赖，给她带来

了巨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我第一次找到自己在家

庭之外的价值，内心产生了一股向上的巨大动力。”

到杭做电商

政策来护航

  跟开公众号一样，糕妈涉足电商，也是缘自宝妈

们的鼓励。

  2014年12月9日，她发了一篇《宝宝皮肤水润润，冬

季护肤三部曲》。这篇文章比照了市面上一批湿疹霜

的效果，效果最好的一款并不是很大牌，很多粉丝留

言想买，有人就提议她牵头发起一次团购。于是，糕妈

主动找到供应商，促成了第一单团购。仅半天时间，十

几万元的产品全部被卖光。

  文章阅读量越来越大，团购次数越来越多，而每

次团购不到两小时，货品必定一扫而空，甚至很多宝

妈开始设置闹钟抢货。

  一些资本闻讯找来，这些追逐经济利益的资本都

被糕妈拒之门外。

  2015年8月，投资人张泉灵找到糕妈，想要投资

“年糕妈妈”。一句“你想不想影响成千上万的妈妈”的

灵魂发问，让糕妈为之一振，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彼时，糕妈和糕爸还不在杭州。而投资人的建议是到

杭州来做电商。

  当时的杭州电商行业蓬勃发展，仅2015年上半

年，杭州就实现网络零售额1122 .37亿元，占全省的

37.39%、全国的8.16%，同比增长52.17%；全市电子商务

增加值达381.32亿元，占全市GDP的8.48%。

  说干就干，糕妈卖掉房子，于2015年9月30日傍晚

将家搬来杭州，回到了这个她求学期间待了7年的地

方。而糕爸也毅然辞去大型外资企业总监的职务，一同

前来。给年糕妈妈团队带来科学、细致的管理，注重知识

产权保护的他，早在公司创立初期就申请了核心商标保

护，还注册了一系列边缘商标如“年糕爸爸”等。

  “内容输出有干货、产品质量有保证、购物体验有

优化、服务水平有提升”，可以说是“年糕妈妈”品牌下

公司运营为之努力的目标。

  资本的注入、团队的壮大，让“年糕妈妈”一路高

歌猛进，2016年7月团购

业务月销50 0 0万

元，成为内容

电商的一个奇迹。

  电商奇迹的创造离不开个体的努力奋斗，更离不

开培育硕果的政策环境。杭州是跨境电商创新策源

地，先后制定出台三批113条制度创新清单，全国最早

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小包出口”、“直邮进口”、“网购保

税进口”、跨境B2B出口、保税出口等业务试点，率先

探索跨境电商退换货中心、“全球中心仓”、定点配送、

“保税进口+零售加工”等新模式，跨境电商从简单的

“买卖全球”向更便利的“服务全球”转变。

  然而，业务发展得太快，售后部门配置没有跟上，

让团队尝到了苦头。有位妈妈通过跨境团购了纸尿裤，

用了之后孩子红屁股，要求退货。当时仅有的一名客服

认为商品是国外知名品牌，进口渠道正规，不会有问

题，便态度傲慢地让对方找国外代理的企业退货。

  这一下子点燃了对方的情绪，她发布微博，引发

一批同样对年糕妈妈售后质量不满的宝妈们的吐槽。

  翻看宝妈们对商品的“吐槽”和购买体验的抱怨，

甚至有过激者直接人身攻击糕妈。那段时间，糕妈晚

上总是失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妈妈们买我们的产

品，是因为信任我们。一个养育孩子的妈妈，已经很辛

苦，如果孩子不舒服了，她得有多难受啊。”

  那一跤摔得很痛，也让糕妈下定决心提升服务质

量，着手建立一个专业的客服团队。这个团队的理念

是，不管遇到用户任何问题，第一件事是先关心宝宝

的情况，第二件事是问妈妈需要什么帮助，最后一定

要感谢用户愿意来提意见，帮助企业不断完善自己。

  果然，有了一支兵强马壮的客服团队后，用户的

体验感显著提升。

  糕妈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尽管做了电商，但她

对于内容的重视始终有增无减，如今340多人的公司

团队，仅内容生产部门就接近150人。

  无论是文章还是短视频，选题来源总是紧扣育儿

主题，无论是关注与孩子相关社会热点，还是筛选后

台留言收集用户的共同问题，抑或是发起投票收集大

家的观点，一篇公众号文章的诞生从大纲开始，最多

要到第8稿才能定稿，特别是涉及医学专业知识时，还

必须发给相关的科学顾问（从业医生）审核才能发出。

  如前段时间，“世卫组织（WHO）报告，全球11个国

家已至少发现169例儿童突发性肝炎病例”的新闻，让不

少家长揪心。内容团队根据资料梳理了“不明原因儿童

肝炎”的状况、可能导致的原因和家长如何防范的做

法，请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把关后发布。

  除服务过硬、内容过硬之外，产品质量过硬是近

年来糕妈和团队一直在钻研的领域。品控团队从最初

的两三个人发展成为公司的核心部门，并为公司取得

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这在当时电商行业还

是第一家。

  品控团队针对每一款自有品牌产品设置“一品一

标”，不合格的都被拒之门外。在自有品牌的一款纸尿

裤中，光是工艺参数和工厂对标就花费了一个月时

间，纸尿裤使用的高分子材料都来自指定厂家，品控

部门工作人员驻厂监控工艺过程并送检第三方，确保

达到公司验收标准。

  因为运营公司，糕妈和团队打交道比较多的就是

市场监管部门的“老师们”。之所以称之为“老师”，是

因为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和公司联

系，当有与电商或未成年人相关的新法律法规出台，

“老师们”就组织公司员工培训学习。平时团队有吃不

准的，向“老师们”请教也总能及时得到回应。

  2020年年初，疫情暴发，因防疫政策，糕妈公司仓

库只有很少一部分员工能够进入发货，货物越积越

多，接近爆仓。公司向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后，

为了保障企业复工复产，杭州市、区两级部门迅速协

调沟通，为符合防疫要求的外地员工发放通行证，保

障了企业正常运行发货。

  糕妈说，杭州承载了她的青春年华与创业故事，

她也对在杭州发展充满了信心。

反焦虑育儿

反就业歧视

  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要“把书读厚再读薄”。

  糕妈认为，自己传递“反焦虑”育儿观的经历，也

是这样一个“把书读厚再读薄”的过程。现在是一个信

息爆炸的年代，获取育儿知识的方式五花八门，这边

教你科学哄睡的方法有好几种，那边又告诉你孩子辅

食制作的花样几十样。作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宝

妈，把孩子一切变化都当作责任扛在肩上，常常被压

得喘不过气。

  如果没有真正带过宝宝，你难以想象一个孩子需

要占据大人多少时间和精力。在糕妈的推文中，她对

低龄宝宝的妈妈说：“孩子不是顿顿要吃新鲜的！冷冻

的也可以！”“购买符合标准果泥没有防腐剂！宝宝可

以吃，妈妈也不要费劲挖了！”从一些细节入手，糕妈

希望家长们不必把养育孩子看得“大过天”，从而走向

另一个极端。

  随着年糕逐渐长大，最初关注糕妈的宝妈们关注

的问题领域也有所改变，“反焦虑”育儿的理念也贯穿

喂养、教育各个阶段。

  “6岁以前玩耍就是最好的学习。”对年糕的教育，

糕妈一直是这么坚持的。公司还邀请小学语文特级教

师、小学数学特级教师前来公益直播，告诉孩子家长

们，这么小的孩子与其逼迫他们练字不如带他们玩剪

纸，手部力量锻炼好了，后期写字运笔自然有力。

  提起“双减”政策，糕妈举双手赞同。她举例说，年

糕刚上小学时，放学回家要完成一定量的作业，有时

候写到晚上九点半还没结束。“在我们家，孩子充足的

睡眠是第一位的。我告诉年糕八点半必须结束作业，

没做完也不可以做了，第二天到学校去补完，因为睡

觉时间到了。”

  孩子不应该被束缚在学校家庭两点一线，也不该

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一整夜，运动是糕妈一家休闲娱乐

的主旋律。

  这两年，年糕开始固定频次地参加学校的足球训

练，即使是大冷天也穿着球服在操场上训练，一周4次

风雨无阻。糕妈发现，踢完球、骑完车回来，年糕写作

业反而更定得下心了。

  对于国家出台“三孩”政策，糕妈认为政策非常好，

配套措施也陆续推出了，她希望在幼托和宝妈职场方

面出台更多的支持措施。

  为了生育，女性从职场退出；为了实现

自我价值，她们迫切想要重返职场，这

个过程却困难重重。看到社会上有

一些对育龄女性的就业歧视，

对宝妈、二胎妈妈的偏

见，认为她们有了孩子后工作就会“划水”，糕妈直呼

这是十分短视的人才观。

  作为杭州市西湖区人大代表，她也呼吁给予“工

断妈妈”（指那些因为生育而中断工作的女性）和托育

行业发展以更多支持。同时，自己公司也以实际行动

吸纳了大量宝妈。

  唐远碧是2016年进公司的，现在负责IP。她怀孕

时在某大厂工作，休完产假回来，同事们已升职，而她

还在原地。家庭关系、育儿、工作，三大问题缠在一起，

让她非常焦虑。果断投身“年糕妈妈”后，她每天在留

言里看到宝妈们类似的困惑，在想办法开导和帮助别

人的同时，把自己的困惑也一一解开了。

  负责微信公众号的韩蕾，是在儿子两岁时加入

的。她很满意这份工作，觉得上班还能捎带着学怎么

带娃，算是件一箭双雕的事。

  “我面试过很多希望重新回到职场的全职妈妈。”

内容主编林晗说，她们很多人都曾四处碰壁。一位候

选人娇娇，曾经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在家三年

生完二胎后，面试时被诘问：“你这几年啥都没干？现

在的变化你早就跟不上了。”收到“年糕妈妈”的入职

通知时，娇娇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年糕妈妈”的公司，大部分岗位都欢迎宝妈：

有同理心、懂用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过来人的共

识，妈妈们在职场上往往更投入———“和带娃比，工作

那点强度算啥？”

做反诈宣传

推公益事业

  去年8月，西湖公安分局古荡派出所的民警和糕妈

联系，希望她能参与到“反诈”宣传中来，特别是针对“年

糕妈妈”特殊的宝妈受众，做一期特别的“反诈”宣传。

  不问不知道，一问糕妈才发现原来自己身边就有

被电信诈骗的同事，而且在后台留言中，也有一些被

电信诈骗的宝妈把“年糕妈妈”当成“树洞”，诉说自己

被骗的经历和悔不当初，有些被骗数额比较大的宝妈

甚至有了“生无可恋”的念头。

  从几千元到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宝妈们卡里

的积蓄被一扫而光，读着这些宝妈的留言，隔着屏幕

都感到窒息和心疼。这也促使糕妈和公安民警联合创

作“反诈”宣传视频。

  在视频中，结合宝妈们真实的“刷单被骗”故事改

编而成的情景剧，形象生动地向大家展示骗子的骗术

话术和宝妈被骗时的心路历程。“年糕妈妈”还专门推

出“反诈”文章，梳理一些针对宝妈常见的电诈套路，

告诉大家如何防范。

  除了公益类宣传，2018年，“年糕妈妈”还启动了

“绘本微光”公益项目。在日常运营中，糕妈了解到，农

村低幼儿童照护体系相对薄弱，一般照护人年龄大、

财力一般、文化水平不高。而育儿科学的基本理念就

是儿童早期发展，对于各项素质的提升和生活习惯的

养成至关重要。

  在调研中，糕妈发现，有的地方，孩子们喜欢到农

技站去看养殖书，养殖书虽然密密麻麻都是字，但上面

猪、兔子、鸡、鱼的图形，吸引了孩子。糕妈和团队向专

家咨询后，认为绘本阅读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案。

  于是，从2018年初开始，“年糕妈妈”持续向农村

幼儿园捐赠绘本，目前在全国60个农村幼儿园建立了

绘本角或阅读室。每个幼儿园500本以上的绘本，总共

捐了3万多本绘本，影响超过一万名农村孩子。同时协

调受捐的幼儿园，每周安排阅读课，平时给孩子自由

阅读的时间。

  糕妈和团队每年会去探访绘本点，定期更换破旧

绘本。在这个过程中，也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安徽无为的一个小朋友云云，因为母亲患精神疾

病，爸爸长年在外打工，平时和奶奶生活。难得与爸爸

相处的日子里，云云喜欢抱着爸爸的大腿玩。“年糕妈

妈”捐赠建立的公益绘本角有本书名叫《好啦好啦》，

主角是大熊爸爸和小熊宝宝，云云对这个故事很感兴

趣，总是让老师读给她听，每次读到大熊爸爸抱住小

熊宝宝时，云云也会不自觉地靠向老师。

  2018年过年前，得知云云的爸爸不能回家，糕妈

在自媒体平台发起征集，以大熊爸爸的口吻给孩子写

信，有几千名网友参加这个活动。然后糕妈带着信和

大熊玩偶送给云云，告诉她世界上确实有大熊爸爸，

大熊爸爸爱着她。奶奶告诉糕妈，这个大熊，孩子一直

放在床边。

  绘本的影响还在继续，2020年春节，疫情暴发，

“年糕妈妈”联合出版社出版了《打败新型冠状病毒》

绘本。目前，该绘本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至美

国、泰国、印度等多个国家。

  十年很长，说起自己的故事糕妈仿佛能聊上

几天几夜；十年又很短，见证了一个IP的成

长，也见证了杭州电商行业的高速

发展。

制图/李晓军  

“年糕妈妈”：互联网经济浪潮中的一朵浪花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

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

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

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

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这些成就与变革，离不开每一

个普通人的奋斗和奉献。他们用青

春芳华、责任担当和辛勤付出，为这

十年提供了前行的动力和勃发的生

机，他们的心路与时代同步、成长与

祖国同频，他们的故事值得记录。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我们的

新时代·我的十年故事”系列报道，

聚焦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具有新

时代典型特征的普通人，重温他们

的追梦经历，呈现时代前行、国家

兴盛的印记。敬请关注。

  图为年糕妈妈参加公益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