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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家长连拒女儿帮卖报请求
想教给孩子更多生活和处世技能

本报聊城 8月 5日讯
“卖报真难，上午才卖了2
份，我打算下午再卖。”5日
上午，小报童张志毅有点郁
闷，辛苦地卖了一上午报
纸，却只售出两份。他灰心
地骑车回家。当天下午，他
继续卖报，一天总共卖出18
份。

5日上午10点20分，张志
毅默默推着自行车，在东昌
路和柳园路路口溜达，瞄到
目标，他忙说问人家买不买
报。他说话时声音不大，显
得有点害羞。“叔叔阿姨，买

报吗？”他低声问了大约10
位市民，没人买。张志毅有
些气馁，叹气说，“卖报真不
容易。”过了会儿，妈妈葛女
士来了，忙问：“卖得好吗？”
得知他战果不佳，妈妈又气
又心疼，“这孩子就是害羞，
回家休息一会儿，下午继续
卖。”

中午12：40，张志毅又出
现在这个路口。这次，他不
再马路上盲目溜达，而是直
接走进附近的商场，见到市
民就问。他的声音明显高
了，表情也自然了。直到下

午2点30分，他共卖出了18
份报纸。

张志毅说，自己卖报最
大的障碍，是不敢说话，很
害羞。尤其遇到一些态度冷
淡，语言生硬的市民，就更
显得窘迫。“今天卖得不多，
可我会努力，会追上别人。”
葛女士说，张志毅回家后，
反思自己的不足，家长给他
提了几点意见，他午饭也不
吃了，跑出家门继续卖报。
“孩子性格内向，需要这样
的锻炼机会。我相信他会做
得更好。”

一上午卖出2份报

小报童中午回家取经

本报聊城8月5日讯 5日上
午，有些家长陪同小报童当军
师，着急的还帮孩子卖起报。常
安琦的妈妈态度坚决，多次拒绝
孩子的请求，“我只当军师，不卖
报”。
“妈妈，你帮我问问那个叔叔

买不买。”上午10点，7岁小报童常
安琦央求妈妈。问了十分钟，一份
报纸也没卖出去，有的叔叔还不
理她，她不敢问了。

一上午，常安琦求了妈妈10
次，但妈妈就是不帮她问。“宝贝，
你自己去问。”妈妈教她一些卖报

技巧。“找穿着干净整齐的叔叔阿
姨推销，还有，感觉像老师的，比
如戴眼镜的、夹着公文包的。”在
妈妈的指导下，常安琦一会儿就
卖出了三份。“我只教她，绝不帮
她卖报。”

妈妈告诉安琦，卖报纸要用

好礼貌用语。“记得称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别人接过报纸时，要
微笑着说谢谢。”张女士说，卖报
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体验。她想通
过这种方式，教给女儿更多生活
和处世的技能，锻炼孩子的独立
意识。

本报聊城8月5日讯 “我们靠
自己的力量，一定能行。”蒋亚超和
王佳琪搭伙卖报，路上遇到小区里
的孙奶奶。孙奶奶看到两个孩子挺
累，想一下子买5份，但两个女孩只
卖她一份，拒绝“收购”。

5日早上7点，蒋亚超和王佳琪
沿着东昌路，一直走到市人民公
园，再从那里返回，走到东昌路和
柳园路路口。出发时，她们又蹦又
跳，在市人民医院附近，跑到市民
跟前，“卖报，卖报，买份齐鲁晚报
吧。”行人见她们可爱的表情，边乐
边掏钱。“好景不长，报纸卖不动
了，”她们发现，在这儿一下子多出
十几个小报童。“有人抢生意，换个
地方。”

她们向市人民公园方向走，沿
路边走边卖。走到柳园路，两人已
经满头大汗。一位老人看到蒋亚
超，停了下来说：“这不是小超吗？
看把你累的。奶奶买5份。”原来是
自己小区里的孙奶奶，可蒋亚超只
卖给孙奶奶一份。
“我知道奶奶在帮我，可我不

能答应，我要靠自己。”她们继续转
战育新街，又到金鼎购物中心。中
午11点40分，她们卖完了60份报
纸。
“一共是30元，任务完成！”两

人把钱放在地上，一张一张地数，
兴奋地说，这是第一笔收入！她们
还偷笑着说，“我们拉了几个回头
客，明天还能卖给他们。”

拒绝熟人
好心“收购”
两个女孩搭伙卖报，自己完成60份任务

“织围脖”，就是写微型
博客。三言两语，现场记录，
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文不
在多，只要抒发真情实感，
能打动人即可。

欢迎小报童和家长向
报社投稿，稿件一经采用，
即刊登在《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报童织围脖”栏目
中，来稿质量和数量将作为
评选齐鲁晚报“营销小明
星”的重要依据。投稿邮箱：
wangcs0612@sina . com。来
稿邮件请以“报童投稿+文
章标题”命名。

小报童可加入报童营销
秀QQ群：86292834，或登录齐
鲁 晚 报 论 坛 ：h t t p : / /
bbs . qlwb . com . cn，打开“今日
聊城”板块，在子栏目“热点
关注”里交流经验和心得。

一起来

“织围脖”

本报聊城8月5日讯
上午9点，小报童郭

佳兴和王志国转了好几
条街，不但卖完了60份
报纸，还约了俩长期客
户，有两位市民预订了
20天的报纸，他们明天
可以直接送货上门。

“只要你们每天
来，我每天买一份。”
在金鼎附近，郭佳兴和
王志国刚出门不久就遇
上了长期客户——— 一位
住在附近的老大爷给了
他们一块钱，让他们明
天直接送一份报纸过
去。还有一位卖茶叶的
女士预订了剩下18天的
报纸。“这样我们每天
一开始就能卖出两份报
纸了”。上午10点，路
过的市民张先生一下子
买了他们两份报纸，他
说儿子今年7岁，独立
性很差，明天要带他参
观小报童卖报。

卖完报纸后，郭佳
兴和王志国还做好了明
天的计划。他们觉得找
长期客户的方法很好，
第二天的目标是找五个
这样的“订户”。

一上午约了

俩固定客户

文轩中学 孙奕晴（12岁）

今天，我开始了第一天“卖报征程”。
“6点啦……妈妈快点起来，我去取报纸。”“孩子，现

在才4点半。你太着急了吧！快睡吧，6点我叫你。”
6点半我和小伙伴准时到达。领到报纸后，我们找

了一块空地开始合报纸。走上街头不一会儿，走来两
个大姐姐，分别买了我和小伙伴各一份报纸。我和小
伙伴在心里暗自高兴：没费吹灰之力就卖出了一份报
纸，卖报纸也不过如此。
可事情没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一上午才卖出

十几份，而有的小报童却卖出三十多份，最多的则卖
出了六十份。

唉！说起卖报纸的过程……“叔叔，您好！买份齐
鲁晚报吗？”我满怀信心地问我的第一目标。“对不起，
小朋友，我家订报纸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恨不得
钻到一条缝里。

经过屡次失败，我逐渐掌握了技巧。经过一天的
奋斗，我卖出了26份报纸，虽然不多，但这是我努力
奋斗的成果。我体会到了父母赚钱的不易，以后一定
不任性调皮，多帮父母做家务。

我的脸“刷”地红了

卖完报纸后，小报童们清点当天的“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