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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第第二二期期报报童童上上街街，，老老报报童童当当““顾顾问问””
高温没挡住首次上街的二期小报童，不少孩子很快卖完了报纸

本报聊城8月5日讯(记者 凌文

秀 ) 5日，本报暑期营销秀第二
期100多名小报童正式上街，开
始为期15天的卖报体验。而当
天，首期报童最后一天上街义
卖，一期报童和二期报童同一
天上街，上演了一幕幕报童互
助的情景。

“这样合报纸比较快，你看
我！”5日一早，邮局大厅里一期
报童和二期报童撞到一起。由
于二期报童是上街第一天，很
多流程不熟悉，而工作人员又

忙得不可开交，几位一期报童
主动请缨，为二期报童做“顾
问”。小报童黄守鹏、路正昊等
看二期报童合报纸比较慢，忙
传授自己的妙招。

而卖报过程中，一期报童
也纷纷礼让二期报童，有的还
鼓励卖报受挫的二期报童。二
期报童也果然不负众望，很多
报童9点前就卖完了批发的所有
报纸，基本都顺利通过了上街
第一天的高温考验和受挫考
验。

“我全卖完啦！有人拒绝也
有人支持，但是我一直坚持，保
持微笑！”“别人拒绝时，我都说
了‘谢谢’。”“很多市民看我小，
主动买了我的报纸，30份很快卖
完啦。”不少小报童告诉记者，
上街第一天，挑战自我的感觉
很过瘾，希望能保持这个状态。

小报童们在卖报过程中还
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坚
持快乐卖报，发扬团结互助的
精神，成为城区街头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本报聊城8月5日讯(记者 凌文秀)

暑假以来，众多小记者盼着今年夏令营开
营。即日起，本报“蓝色海洋”之旅夏令营
开始招募营员，限额60人，额满为止。

本报这次夏令营将走进海边，带领小
朋友们感受蓝色海洋的神秘和魅力。。夏
令营活动将重点锻炼孩子们的沟通表达
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和独立生活能力，另
外还将对小营员进行新闻采风和摄影上
的指导和培训。为提高活动质量，让每位
小营员都能接受随团文字记者和摄影记
者的培训，第一期夏令营限额招收60人，
想报名的孩子们抓紧啦！

本次夏令营计划8月15日启程，全部
行程包括开营培训和往返4天的采风活
动。开营培训将由本报记者对参加活动的
孩子进行授课，传授采风内容和要求，训
练孩子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理解社会的
能力。报名即可接受记者授课培训，并前
往海边采风。

采风期间将到达蒙阴、连云港、青岛
三地，孩子们将游览水上乐园·海浪谷、连

岛海滨浴场、花果山、栈桥、八大关风景
区、五四广场、青岛奥帆中心、青岛海洋世
界等著名景点，感受海洋的独特魅力。期
间还将前往青岛知名高校参观，感受中国
高等学府的魅力。

采风期间，孩子们的优秀作品将在
《齐鲁晚报》上发表，并将获得优秀小营员
荣誉证书。

本次夏令营主要面向本报小记者和
小报童，也有部分名额对社会其他孩子开
放。报名地点：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聊城市兴华西路与向阳路交叉路口西北
角)。咨询电话：827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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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蓝色色海海洋洋””之之旅旅等等你你来来报报名名

本报聊城8月5日讯(见习记者 王
瑞超) 暑期营销秀第二期启动首日，
不光人数多，报童们卖报首日心态与前
一期相比整体上也好了一些。

许广扬，12岁，暑期过后上初一，在
金鼎十字路口与一期的伙伴们一起卖
报，要不是因为穿了不同颜色的衣服，
单凭观察很难辨别他是第二期的报童。

卖报半个多小时了，许广扬心态一
直很平和。许多报童需要几天甚至十几
天才能做到，他一开始就做到了。面对
拒绝时很礼貌地说：“谢谢阿姨！”“谢谢
叔叔！”这是孩子自己总结的经验。

许广扬一个人卖报不用家长跟着，
自己不懂得地方还主动与一期报童交
流。

从第一天卖报就心平气和

今天是小报童营销秀的
第一天，有三对双胞胎参加二
期小报童活动。

阳光小学的王安栋、王安
梁小朋友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安栋是哥哥，安梁是弟弟。今
天是小报童营销秀第二期开
始的第一天，这对小哥俩就在
爸爸的陪同下来早早来到了
邮局领报。这两个小朋友才8

岁，开学才上四年级。两个小
朋友都是白白净净，胖乎乎
的，一般人难以区分。看得久
了，才发现，哥哥安栋比较安
静，弟弟安梁比较活泼。安梁

在爸爸的帮助下把两个副刊
叠起来，安栋则把副刊放进主
刊里，一份报纸就在小哥俩的
齐心合力下合好了！“孩子年
龄小，又是刚开始卖，就一个
人先要三十份吧！”他们的爸
爸王先生说：“带他们去医院
卖，就去那个候诊室，要是不
行，就去大超市的门口！”

而同为二期小报童的钱
尊长和钱尊元，杨晓畅和杨晓
艺也都是双胞胎。双胞胎上街
卖报，也为二期营销秀增添了
一份乐趣。

见习记者 马雷雨

二期小报童有三对双胞胎

第一次参加营销秀的小
报童司景昊，刚拿到30份报纸
时，有些不以为然地说，“5毛
钱一份儿，这不得一会儿就卖
完啊？”

才卖了半个小时，司景
昊就不再那么认为了。在公
园里转了半小时，司景昊才
卖出去7份报纸，掂量着手里
的3块5毛钱，司景昊沮丧地
问妈妈：“这么厚的报纸，5毛
钱一份儿，怎么都不要呢？”
司景昊开始询问原因，有爷
爷奶奶说“不识字”，有的叔
叔阿姨说“订报纸了”，司景

昊攥着手里的3块5毛钱，低
头说：“原来卖点东西，这么
不容易。”

司景昊的妈妈看着儿子
遭遇“挫折教育”，却并没有预
料的担心犹豫。相反的，她笑
着说：“能这样体会就对了。这
孩子有个毛病，不把‘小钱’当
钱，地上扔着两毛三毛的，他
连捡都不捡。孩子马上要进初
中了，换个新环境，很多孩子
都会学会攀比，比吃比穿的，
我得让孩子知道，挣钱不易，
不能挥霍。”

见习记者 窦晴

“卖报比预料的要难不少”

营销小明星

在城区街头，三名小报童正在寻找“客户”。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报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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