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刘莉雅 500

1 刘立昊 500

3 房钰轩 480

4 张宇涵 440

5 马雪晨 430

6 郑海晴 330

7 王绛哲 255

8 杜佳昕 250

9 李京宸 230

9 邵佳昕 230

9 于佰奥 230

12 周润元 210

13 牛烁文 205

14 吴梓丞 180

14 王子安 180

14 房书宇 180

14 窦玉坤 180

18 王 旭 160

19 张家睿 150

19 张家硕 150

21 王荣雪 140

21 夏奕非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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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两天的摸索，小报童逐渐掌握了技巧

大大声声喊喊出出来来报报纸纸才才能能卖卖得得好好

本报7月30日讯(见习记者 刘
晓 ) 在参加完第一期小报童活动
后，苏圣杰推荐了她在乒乓球辅导
班认识的球友李京宸参加第二期活
动。在活动过程中，苏圣杰曾几次询
问李京宸的卖报情况。

在得知李京宸两天卖出170份
报纸之后，苏圣杰大为吃惊。“比我
刚开始参加活动的时候卖得还多，
希望他继续加油！”苏圣杰说。

“非常感谢苏圣杰，她不仅推荐
我参加小报童活动，而且还这么关
心我，我一定会加油的，争取卖出更
多的报纸！”李京宸也表达了自己的
信心。

小报童李京宸：

“前辈”送鼓励

卖报劲头更足

短短三天时间，小报童通过营销秀结下了友谊，新老报童、新报童之间开始分享起各自的经验。小报童们从
卖报选点、吸引顾客等多方面，分享着各自的心得体验，与伙伴们共同成长……

“一嗓子”卖出十余份报

插报、叠报、停车、挥手、叫
卖……这一系列动作在爸爸的
指导下，一气呵成。小报童刘文
卓总是瞅准时机，利用市民下
公交车人多的间隙，大声叫卖，
创造了“一嗓子”卖出10份报纸
的“记录”。

早上7点左右，在张店义乌
小商品城上班的市民开始陆续
抵达，小报童刘文卓瞅准了这
个时机，转战到义乌小商品城
的入口处。“现在叔叔阿姨都上
班，下公交车的时候都从这下，
这是进入义乌小商品城的必经
之路，肯定有很多买的。”刘文
卓说。

刚开始来的时候，刘文卓
显得有些羞涩，但在爸爸的激
励下，刘文卓还是鼓起了勇气。

“儿子，大声喊出来！”爸爸在一
旁不断为刘文卓打气。看起来
有些文弱的刘文卓，最终喊了
出来。他先将报纸摊开在自行

车上，停到张店义乌小商品城
的入口处，瞅准市民下公交车
时候，大声喊出“卖报，卖报，齐
鲁晚报！”不一会儿就围上来五
六名过往的市民，还有的市民
鼓励他把报纸内容也喊出来。

“小朋友真棒！这么小就骑
着车子出来卖报纸，还大胆地
喊出来，有点让我想起小时候
卖雪糕的情形，我一定要买一
份！”正准备上班的赵女士说。

卖出报纸的刘文卓逐渐有
了自信，开始更大声地喊“卖报
卖报，齐鲁晚报！”从义乌小商
品城公交车站到小商品城门
口，不到百余米的距离，这一嗓
子就卖出了10余份报纸。

“还是需要不断地去锻炼，
多去和别人沟通交流。他今天
表现得很好，能够大声喊出来，
才能把报纸卖得更好更快，相
信以后还会更好，明天给他订
40份。”刘文卓的爸爸说。

卖完自己的再帮小伙伴卖

30日，王荣雪一早便来到
了张店鲁中装饰材料城卖报。
经过前两天的卖报，王荣雪依
旧显得比较羞涩，在核心商城
中走走停停，很少去询问，声
音也很胆怯，将近一个小时才
卖出了10份。

“阿姨，您买报纸吗？齐鲁
晚报，五毛钱一份。”王荣雪问
了两遍，这位女士才听见。“来
来来，给我一份吧。”这位女士
接过报纸对王荣雪说：“小姑
娘，你声音太小了，你得大声
点问，别人才能听得见。大大

方方的，叔叔阿姨才会喜欢
你、支持你，买你的报纸。”

听了这位女士的话后，王
荣雪变得积极了不少，敢于向
路人张开口卖报纸，声音也渐
渐大了些，在五分钟之内成功
把最后的4份报纸卖出去了。

“孩子从小没吃过苦，娇
生惯养的，我们没有给她制定
很高的目标，她对自己也没多
大的要求，卖报纸也很随性。
这次给她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希望她能够锻炼锻炼自
己。”王荣雪的妈妈吴女士说。

声音大了些，卖报更快了

本报记者 张童 见习记者 刘晓 实习生 胡梦杰

有有经经验验同同分分享享 遇遇困困难难共共担担当当
小报童之间有竞争更有合作，在互相学习与鼓励中收获友谊和快乐

获朋友指导

卖报更勇敢

“你要大胆地喊出来，遇到
人就要问，不要胆怯。”小报童
王子安不断地向张繁森传授着
自己的经验。

从参加活动的第一天起，
两人就互留了电话，虽然之前
彼此并不认识，但王子安说，卖
报路上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销
路。两人就这样成了好伙伴。

“在卖报过程中，有时候累
了或者是心情不好了，我们可
以互相鼓劲。也可以互相帮着
卖，还可以交流一下卖报方法，
相信能卖得更快更好。”13岁的
王子安表现出了不属于这个年
龄段的成熟。

而相比卖报第一天，张繁
森也表现得更加大胆。“叔叔，
买份报纸吧，刚‘出炉’的齐鲁
晚报。”“阿姨，您需要报纸吗？
来一份吧。”张繁森除了不断询
问过往的市民，还把当天报纸
的头版内容喊了出来，吸引了
不少市民卖报。

“王子安每次卖得都挺快，
也不断地变换方法，以后我要
向他多学习，希望能够卖得更
多更快。”12岁的张繁森说。

三天时间，两名小报童之
间虽有竞争，但他们互相学习、
鼓励，从营销秀中收获了快乐，
获得了成长。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刘琛

卖报第三天，桓台小报童
吕安雅仍有些拘谨，率先卖完
报纸的李欣颖主动上前帮助她
卖报。

30日上午，桓台小报童“四
朵金花”吕安雅、吕妮雅、苏煜
杰、李欣颖继续组团卖报，占据
了惠仟嘉前面的小广场，但是
由于天气原因，“四朵金花”的
报纸卖得很慢。李欣颖订的份
数比较少，主动出击，多问多
说，卖报进展很快，不到10点，
她预订的报纸就卖完了。但小

伙伴吕安雅卖得有点慢，等了
几十分钟，只卖出去一份报纸，
对此她有点焦虑，一会儿跑到
有些偏远的自行车停放处卖，
一会儿和几位姐妹一起卖，小
小的脸上难掩沮丧的表情，但
是，她没有放弃，还是迈开步
子，看到有人前来买报纸就赶
忙走上前去问。

李欣颖卖完最后一份报
纸，就来到四姐妹摆放报纸的
地方，从吕安雅的报纸袋里拿
出大约10份报纸，帮助她尽快

卖出去。刚刚卖出去一份报纸，
李欣颖高声喊着吕安雅的名
字，把卖出报纸的好消息告诉
了吕安雅，并把零钱放到了她
的手上。在小伙伴的帮助下，中
午12点多，吕安雅将50份报纸
顺利卖了出去。

尽管上午卖报过程有些
曲折，吕安雅和李欣颖一起
卖完报纸，显得很开心，为了
感谢好朋友的帮助，吕安雅
将卖报钱买了零食，和李欣
颖一起分享。

从第一天的羞涩、胆怯，到第二天的敢于开口，再到第
三天的放声推销，三天的营销秀中，小报童们不断地变化
和成长。卖报的第三天不少小报童都体会到，想要卖得好，
就要大声喊出来。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张童
实习生 胡梦杰) 29日，首次参与
卖报的小报童刘梓洋，前几次羞涩
的开口接连被拒。连续遭拒后，他感
到很失落，撅着嘴跟妈妈说“卖报太
难了”。见孩子丧失了信心，吴女士
一边鼓励他，一边带着孩子换了卖
报点。吴女士耐心的指导刘梓洋，卖
报要胆大，不要怕。“其实参与这次
活动，就是希望孩子尝试被拒绝的
感受，内心更强大一些。”

接下来的卖报中，刘梓洋相继
在市人民公园、儿童公园卖出了十
几份报纸，剩下的十几份，吴女士推
着电动车，陪着刘梓洋沿着回沣水
镇的路，挨个走进门头房推销，不一
会儿就顺利推销完了30份报纸。卖
报结束后，刘梓洋自信了许多，脸上
挂着微笑说：“有两个阿姨说了，叫
我天天给她们送报呢！”

陪同孩子卖报的吴女士说，尽
管她们从沣水的住处赶到领报点要
骑四十多分钟的车，能看到孩子从
不敢开口到敢开口，再到见人就能
推销，内心非常愉悦。“我觉得很值
得，相信孩子以后的卖报路将会更
顺！”

小报童刘梓洋：

尝到被拒滋味

内心强大起来

（截止到7月30日）

小报童英雄榜

“老报童”贾桓齐豫与小报童们分享卖报经验和心得。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小报童刘文卓卖报时非常自信，大声吆喝来吸引顾客。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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