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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今日德州

“叔侄团”、“兄妹团”、“好友团”互相比拼

小报童抱团秀好不热闹
不管多晚都要卖出去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孙婷婷)

本报“德百批发城杯”非常营销秀
活动首战告捷。活动第二天，小报童
队伍中出现了多种角色，其中有每
天坚持拼杀150份的“独战者”，有表
叔和侄子组成的“叔侄团”，还有舅
舅和外甥女组成的“‘假’兄妹团”。

18日，小报童王前带来了自己
的好朋友王鑫铭，组成“好友团”。组成
团的小报童之间，除了相互之间的鼓
励和支持，也有相互之间的比拼。

卖报第一站选择北园早市的张
景增和李浩然表叔侄两人，虽然首
战并不是很顺利，但总结经验后，在

18日早上，就商讨方法，准备更换
“战场”。“根据我个人经验，年龄稍
长的爷爷会买报纸，叔叔阿姨都忙
着上班，没时间看报纸，而奶奶又忙
着看小弟弟小妹妹，也不会买我的
报纸。”张景增说。

“我的报纸昨天比哥哥卖完的
早。”首战输给妹妹的朱博温并没有
泄气，第一天卖报的顺利，给了朱博
温很大的鼓励，他决定逐日挑战前
一天自己售卖的数量。

18日早上，宋月阳领完报纸后，
将手提袋交给了和她一起来的“哥
哥”。“我也应该带我哥哥一起来卖

报，我就不担心中途自己放弃了。”
小报童张玉玺看到宋月阳和“哥哥”
后说，他也想找个合作伙伴。“他不
是我哥哥，是我舅舅。”宋月阳指着
旁边的舅舅说。

第一天来到非常营销秀活动的
王鑫铭，已经和王前展开竞赛。“我
今天先练练手，根据今天的卖报情
况决定第二天的定报数量，等活动
结束，肯定会超过你。”

小报童中，除了自发组团来“秀”
的，更多的是一个人开辟一个市场，单
打独斗。继首日挑战100份后，18日，小
报童李梓涵再次挑战150份。

本报7月18日讯 (记
者 李明华 通讯员
崔志恩 王金祥 ) “我
居住的房屋 自 2 0 0 5 年
交房时窗户就漏水，现
房顶又出现漏水情况，
向物业公司反映多次，
但迟迟未给予修复。”
德 城 区 天 衢 路 某 小 区
刘女士反映，希望相关
部门协调物业公司尽快
给予维修。

“刘女士家的窗户
是在保修期内发生漏水
的，维修的责任应是开
发商而不是物业公司，

况且我们当时已协调开
发商进行了修复，作为
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职
责。”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说。

据了解，自刘女士
自2007年至今一直拒绝
交纳物业费，已长达 6
年之久，拒绝交纳物业
费的理由就是因家中窗
户漏水所引起。刘女士
也曾答应只要修好窗户
漏水问题就交物业费，
但修好后又反悔，表示
只想交纳自修好窗户之
日起以后的物业费用，

之前拖欠的物业费不想
交纳。

房 管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对 此 事 也 进 行 了 协
调，希望刘女士补交物
业费，并要求物业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但刘女
士 坚 持 认 为 物 业 公 司
有责任为其提供服务。
该业主已长达6年不履
行 按 时 交 纳 物 业 费 义
务，建议物业公司与业
主进行协商解决，如协
商 不 成 可 通 过 司 法 途
径 维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

窗户漏水业主拒交物业费
房管中心称：物业可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本报7月18日讯 (记
者 孙婷婷) 上午11时
许，在黑马农贸批发市
场内，充斥着蔬菜水果
腐烂的味道，菜商摊位
前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
着“甜瓜，五毛钱一斤”，
一辆辆运输蔬菜的货车
空空地停放在摊位上。
在批发市场外围十几个
零售蔬菜摊点上，没有
一个摊位销售油菜、香
菜等叶菜。

批 发 商 刘 志 刚 介

绍，现在正是换茬期，是
菜价上涨的时期，加上
降水天气多，菜价波动
严重。“别说菜市场上全
是烂菜了，农田里，黄瓜
还没长大就烂在瓜秧上
了。”

东地路便民市场销
售 摊 贩 李 先 生 的 摊 位
前，摆放着存放时间较
长 的 土 豆 和 洋 葱 等 蔬
菜。李先生介绍，由于雨
水原因，不少菜贩压根儿
不出摊了，而这自然抬高

了菜价。“我宁肯空着摊
位，也不去批发蔬菜，批
发来的也全烂了。”

“批发来的菜，还没
卖完，已烂掉一半，卖得
不如烂得快。”青年路蔬
菜销售的孙先生说，夏
天的蔬菜水果，只要是
一沾雨水，就容易腐烂。
等到雨后放晴，气温迅
速升高，水汽蒸发，蔬菜
更易受损，也不容易保
存。短时期内，菜价很难
回落到雨前的价格。

卖得不如烂得快

有的菜贩干脆不卖叶菜了

18日，小报童王前在卖报。 见习记者 陈兰兰 摄

从活动现场出发，张
景增和李浩然马上来到
了北园早市。两个孩子信
心满满说，“早市上人多，
去 那 儿 销 量 肯 定 特 别
好”。李浩然第一次参加
卖报活动，见到人很害
羞，也不敢大声吆喝，在
市场上转了一圈只卖了
一份报纸，记者看到这时
的李浩然很不在状态。

被别人拒绝的次数
多了，脸皮也开始变得

“厚”了起来，随后两个孩
子来到福建茶城，见到人
就开始走上前去问一问
买报吗，李浩然走了3家店
铺就卖出去了3份报纸，

“见到人就走上去问一问，
被人拒绝后，先别急着走，
再给他们聊会天，他们就

买了”。张景增总结了一套
卖报技巧，“爷爷奶奶更容
易买我们的报纸”。

两个孩子全程都没
有家长的陪同。“家长跟
着，别人更不容易买我们
的报纸了”。张景增说。在
北园早市，市民对小报童
的工作很支持，一位上了
岁数的女士说：“我孙女
去年也参加了本报的活
动，买份报纸0 . 5元，支持
一下孩子。”

报纸还剩不少，两个
孩子决定去植物园、大学
路银座再去卖一卖，“我
们对自己有信心，多走一
走，多上前问一问，今天
肯定能把报纸卖出去”，
两个孩子说。

见习记者 陈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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