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逼”儿卖报备战县区求学
“一个月就像变了个人”，“懒散娃”乐坏父母

本报 8 月 17 日讯(记者 于

潇潇)“儿行千里母担忧”，眼见马

上就要去县区上中学的儿子还

是一身“懒散骨”，小选手杨梦真

的爸爸杨学东用心良苦，通过

“逼”儿子参加营销秀使其得到

锻炼。“真没让我失望，一个月就

像变了个人”，17 日，杨学东得意

地告诉记者，儿子勤快了、

外向了，他是看在眼

里乐在心里。

原来，小梦真

开 学 就 要 上 初 中

了。杨学东和妻子早就商量着要

把孩子送到下面的县区去读

书，可是孩子真要走了，夫妻

俩却犯起了难--小梦真从未离

开过家，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

生活，怎么适应？

杨学东的担心不无道理。

“就拿性格来说，梦真比较内

向，以前很少与人主动交流。

放学回来，都很少和我聊

学校里的事。这样到一个

新环境去，会不会对他造

成影响？”与人沟通能力

差，这是杨学东首先放心不下

的，而孩子的自制能力较差，

也让他很是担心。“我们如果

不催着他，他从来不主动去看

看书，而且早上能睡到八九点

不起床。”杨学东说，家里订

了五六年的《齐鲁晚报》，小梦真

几乎没有看过，没有阅读习惯，

这让他和妻子很是发愁。

干个体生意的杨学东习惯

从《齐鲁晚报》上寻找信息，

看到第一期营销秀招募小选

手，他马上“逼”儿子报了

名。“开始梦真不爱去，他不

太敢和别人打交道，总是担心

自己开不了口。”杨学东说，

他认定孩子会得到锻炼，不断

地鼓励小梦真。卖报的第一

天，梦真妈妈远远地跟在身

后，当小梦真终于卖出去第一

份报纸时，梦真妈妈差点高兴

的流下眼泪。

就这样，小梦真开始了他

的卖报之旅，第一期结束，颇

有些“意犹未尽”的他又报了

名参加第二期。而小梦真的进

步也悉数落入杨学东的眼中，

“现在他作息很规律，每天五

点多就起床，都不用我们叫

他；还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主

动读书看报。”杨学东告诉记

者，最让他高兴的是，小梦真

的性格开朗了许多，会主动与

人交流，在卖报过程中结识了

很多好朋友，每天卖报回来，

还会主动跟爸爸妈妈讲起卖报

的故事，这让杨学东很是惊

喜，“现在让他去读初中，我

们可放心多了。”杨学东说。

卖报赚的钱悉数捐舟曲
轮滑少年义卖报纸心系灾区

本报 8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浩 )17 日的世纪泰华广

场前，一群穿着轮滑鞋卖报
的少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们是一个轮滑俱乐部的成
员，特意在这里义卖报纸，
为舟曲募捐。

“卖报，卖报，齐鲁晚
报。” 17 日下午的泰华广
场前，十几个脚蹬“风火
轮”的少年在广场上来回的
穿 梭 ， 他 们 中 最 大 的 1 6

岁，最小的只有 6 岁，虽然
都是卖报的新手，但是表现
的都很“老练”，遇到行人
就上前推销他们手中的报
纸。

“今天我们在这里义卖
报纸，为舟曲募捐。”轮滑
少年张洪杰是这次活动的组
织者，也是这十几个人的队
长。据他介绍，他们都是一
个轮滑俱乐部的成员，属于
平地花样轮滑分队。当得知
舟曲的泥石流灾难之后，他
们就想出自己的一份力。张
洪杰说他昨天走到泰华的时
候有个小女孩向他推销手中
的报纸，而且说“哥哥，关
注一下舟曲吧”，让他很感
动，就产生了这个义卖报纸
募捐的想法，回去之后立刻
打电话预定了今天的报纸。

张洪杰的想法不但得到

了队员们的支持，还受到了
家长的鼓励。小队员张一帆
的妈妈王女士也专程赶过来
支持孩子的爱心举动。“能
够组织这样的活动从小培养
孩子的爱心，我们非常支
持。”队员们的爱心和热情
也感染了过往行人，“老报
童”周爱伟下课后路过这里
就停下来帮他们排报纸，昌
乐二中四名在做暑期实践活
动的同学了解情况后也加入
到他们的行列。

“这次募捐来的钱我们
会 全 部 的 送 到 红 十 字 会
去。”张洪杰说，这样也算
是为灾区出一份力。

不怕没经验就怕没毅力

新手初出茅庐与前辈“抢饭碗”
本报 8 月 17 日讯(记者

赵松刚)潍坊外国语学校
3 年级学生王晓龙，刚从
青岛旅游归来，就“迫不
及 待 ” 地 报 名 参 加 营 销
秀。虽然营销秀很快就要
结束，王晓龙仍旧充满干
劲， 1 7 日第一天卖报就
“大显身手”。

记者在新华路佳乐家
门口看到正在卖报的王晓
龙。虽然是第一天卖报，
可是王晓龙却显示出老选
手的“干练”，他选择在
佳 乐 家 超 市 门 口 前 面 ，
“这地方凉快，而且出来
进去的人也多，是卖报的
好位子。”因为是新手，
所以更要多点“心眼”，
“一边卖，一边想，怎么
卖的快”。

在超市门口，很多老
选手早已将此处作为自己
的 卖 报 “ 根 据 地 ” 。 可
是，王晓龙却根本不担心
会因为没经验卖不出去报
纸，“只要能坚持，多问
多跑，就能弥补没经验的

短处。”

不过，王晓龙最开始

卖报的 1 小时，可是没他

说的那么容易。原本以为

很容易就可以卖出去的王

晓龙，连问 10 个人都被拒

绝了，“不想卖了，妈妈

咱回家吧。”王晓龙对着

旁边的妈妈于志凤说。

一份报纸都没卖出去

就 放 弃 了 ， 对 王 晓 龙 来

说 ， 一 定 会 “ 后 悔 ”

的。于是，

于女士

告

诉王晓龙，“再问 1 0 个

人 ， 一 定 可 以 卖 出 去

了。”在妈妈的鼓励下，

王晓龙继续向过路的行人

卖报。“问到第 11 个人的

时候，真的卖出去了。”

这下，王晓龙的精神头一

下子上来了。越卖越开心

的王晓龙，也开始动起脑

筋，思考卖报的好办法。

10 点左右，王晓龙今天领

的 3 0 份报纸，就被他

全部卖出去

了。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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