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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变勤快了，守时了，会安排时间了……

上上街街卖卖报报十十天天，，不不少少报报童童大大变变样样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记者

凌文秀) 暑期营销秀进行了10
天，上街卖报十天来，不少报童变
得比以前勤奋了，更守时了，会自
己安排每天的时间了。孩子们的
这些进步表现让不少家长感到欣
喜。

“我不知道孩子能一直坚持
卖报到下午5点。”“以前孩子上辅
导班都喊累，可现在跟这么多小

朋友一起竞赛卖报，还要去上辅
导班，孩子却学会了自主安排时
间和卖报份数。”“一直担心孩子
那么早，起不来。可现在发现，孩
子比我们家长还守时，也更能坚
持。”暑期营销秀卖报十天了，家
长们感觉孩子像是变了个样儿，
这场活动，让家长们见识到孩子
们的另一面。

韩安冉是个安安静静的小姑

娘，平时话不多。可卖起报纸来却
让人刮目相看，年纪不大的她，始
终维持着每天增长的势头，而且
排名一直在前几位。几天前，妈妈
见识到韩安冉的另一面。“从来没
发现孩子这么有韧劲儿。”无论是
雨天坚持卖报，还是桑拿天里也
不停地在行人中奔走，都让妈妈
欣慰不已。

李学正是后来又加入到小报

童队伍中的，虽然，没参加暑期营
销秀培训，但开始卖报的几天销
量一直增长。直到有一天，他预定
了20份报纸，下滑了很多。“孩子在
香江卖报纸的时候，遇到一位老
太太，说好了买报纸，却把报纸拿
在手中仔仔细细看了两遍后，又
把报纸还给了孩子，说‘不买了’。”
他的妈妈说，孩子当天很受打击，
但意外的是，孩子没有停止卖报，

只是要求降低份数调整一下。
第一期暑期营销秀开展10

天，小报童们遇到各种困扰，卖报
的过程中见识到社会上的各种
人。有些爸妈安慰孩子，现在遇到
这些困难、见识到这些人，还有父
母陪在身边安慰你，这都值得庆
幸。而在面临各种困难、考验时，
孩子们的表现，更让家长们重新
认识了孩子。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见习记者
窦晴) 暑期营销秀开始以来，蝉

联多日冠军的黄守鹏，29日挑战
500份。这个数量给他带来很大压
力。

早晨6点半，黄守鹏在妈妈的
陪伴下赶到邮局，把厚重的500份
报纸整理好。黄守鹏8点就卖完了
100份，本以为这是顺利的开始，没
想到挫折接踵而至。

过了上班高峰期，报纸有些
“卖不动”了。黄守鹏顶着一头的汗
珠，一趟趟询问行人，终于，又一声
严厉的拒绝，让黄守鹏这个平时乐
观坚强的孩子站在路边掉起泪来。

黄守鹏的妈妈对儿子说，“眼
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报纸的份数
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要么尽快卖完
报纸，要么放弃。”这个天性乐观的
小伙儿，调试很长时间才缓过劲儿
来。“我不想和别人比了，明天我能
卖多少就订多少！”他说。这个变化
让几位家长都很欣喜。不再那么

“沉重”的黄守鹏轻装上阵，到12点
半，就卖出去了200多份报纸，这个
结果黄守鹏都惊喜地说“太顺利
了！”

下午两点半，城区上空乌云密
布，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
来，黄守鹏抱着自己的一百多份报
纸，在百大三联里面避雨时，仍然
不忘向顾客推销。等雨一停，黄守
鹏又“蹿”出去卖报了，连肯德基的
员工都说，这孩子真有韧劲儿。

到下午6点，黄守鹏的手里只
剩下40多份报纸了。

一天卖500份
小报童压力挺大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见习记者
王瑞超) 高佳愉，9岁，兴华路小

学学生，别看佳愉年龄小身体娇
小，科学有效的卖报方法使她已经
荣登营销秀明星榜第二名。

科学灵活卖报，是佳愉的制胜
法宝。早晨，合完报纸后她先去赶
早市，赶早市的人和卖东西的摊主
是佳愉的的第一拨儿客户群，一般
卖70份左右；早市过后转战快餐
店、地摊，一般卖80份左右；之后接
近9点到了商场开门营业的时间，
科技市场是首选，铁塔商场也会
去，几个商场下来100多份轻松售
罄；之后是午餐时间，商场的美食
城是她必去的地方，这个时间持续
较长，11点到下午2点是高峰期，几
个商场的美食城走过200份左右卖
完；下午3点到4点休息，之后下午4
点到公园去销售；如果报纸领多而
还没卖完的话，下午6点再去快餐
店。

29日中午12点多，在五星百货
美食城记者观察的20分钟，50多份
报纸小佳愉轻松卖完。接近1点的
时候，未吃午饭的佳愉还跳着惦着
找爸爸拿报纸。“她心态一直很好，
不急不躁的，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
泄气的话。”佳愉爸爸说。

心态不急不躁
科学灵活卖报

报童风采

卖报中体会自立自强

机灵能干的报童刘翔宇

营销小明星

2013暑期营销秀明星榜
名次 编号 姓名 学校 至29号销量

1 13017 黄守鹏 北顺小学 2485

2 13051 高佳愉 兴华路小学 2385

3 13002 李旺昕 阳光小学 1560

4 13064 路正昊 兴华路小学 1345

5 13014 韩安冉 阳光小学 1300

6 13044 路静雯 文轩中学 1200

7 13065 刘明德 1050

8 13021 刘天琪 振兴路小学 897

9 13010 白柯飞 民主小学 860

10 13022 刘翔宇 振兴路小学 800

11 13050 刘文妍 东关小学 790

12 13015 王鲁 实验小学 750

13 13026 王鸣宇 新区小学 720

14 13049 马建政 东关小学 670

15 13042 张登飞 东昌路小学 660

16 13011 于清亮 光明小学 640

17 13052 王鑫鑫 兴华路小学 600

17 13053 姜唯一
聊城二中附

小
600

19 13001 李嘉逊 兴华路小学 595

20 13057 秦浩淼 北顺小学 550

21 13029 孟海晓 新区小学 530

22 13005 王天阔 东昌路小学 500

23 13038 王艺霖 实验小学 485

24 13020 刘培恒 兴华路小学 461

25 13028 刘原睿 外国语小学 418

26 13045 张欣悦 文轩中学 410

27 13006 曹钧洲 民主小学 400

27 13061 李熙健 河东小学 400

29 13025 李玖荣 北顺小学 380

30 13058 张淼鑫 东关小学 378

31 13034 程子凡 外国语 360

32 13031 安荣嘉 东昌路小学 350

33 13054 汤雪玙 北顺小学 330

34 13056 赵欣冉 河东小学 320

以上数据为7月20日至29日总销量，相同数量排名并列。(窦晴 整理)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记者
凌文秀 ) “妈妈，我卖完报纸
啦。”29日上午9点多，小报童李玖
荣拿起手机给妈妈打电话。每
天，李玖荣的爸爸或妈妈帮她把
报纸送到卖报地点后，就离开，
李玖荣自己卖完报纸后再骑上
自己的小自行车回家。

李玖荣是个说话语速比较快
的小姑娘，扎着高高的马尾辫，笑
起来有漂亮的小酒窝。每天她都
固定在百大三联前的路口卖报
纸，虽然有时候有点晒，但小姑娘
很少动地方。因为活动至今，爸妈
很少陪她到她卖完。“爸妈要上班
啊，可是早上的报纸我一个人又
拿不动。所以每天一早爸爸或妈
妈跟我去领到报纸，然后就把我

送到这里，那时候正好是爸妈上
班的时间，他们就去上班。我自己
在这卖完报纸再回家。”

8点多，李玖荣迈出了30多份
报纸。手里拿着一沓报纸的她又走
向人群，一旁停着停着她车轮小小
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没吃完
的呱嗒，还有一个的水杯，车旁边
还有两个大大的环保袋，里面是李
玖荣这一天要卖得报纸。

“还剩20份”、“还有12份”、
“最后6份啦”，李玖荣卖完手中的
报纸，高兴的整理零钱包。然后
给爸妈分别打电话“汇报”，“我
卖完报纸了，现在去奶奶家吗？”
得到爸妈的指令后，李玖荣骑上
自己的小自行车，一路向奶奶家
行去。

本报聊城7月29日讯(见习记
者 王瑞超 ) 刘翔宇，12岁，暑
期过后就要上初一了，翔宇不是
报童里卖得最好的，但他的机灵
能干让大家看在眼里。

最初卖报的时候，记者观察
到，当翔宇和其他报童一起卖报
时，每当别人卖出一份，他都很羡
慕的盯上几秒钟，但自己不知道
去问周边的人。“这几天，进步可
快了，看到报童问前面的人买了，
他接着跑过去问后面的。” 翔宇
妈妈说。

28日，一位市民看了翔宇的
报纸一眼后就拒绝买报，拒绝的

理由是：今天的新闻不好；这可能
是一句搪塞，但引起了孩子的注
意。翔宇今天拿到报纸后先自己
看一遍，找出新闻点，到了这家店
主门前，机灵的翔宇走过去礼貌
的说：阿姨，今天的报纸新闻很
好，您看一份吧！阿姨笑着买了
份。

最近意识到挣钱不易后，他
买饮料的习惯改了，甚至连矿泉
水都不舍得买，每天在家拿水壶
去交警执勤岗接水，一天他去接
水时“交警叔叔非要给我一包牛
奶，还不要钱，我随手放下两份报
纸给叔叔。”他说。

小报童刘昊轩、韩安冉、刘天琪、曹钧洲四人在百货大楼附近卖报。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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