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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学经济的大学生设立自助售报点，成了校园文明亮点

卖的是报纸，收获的是诚信
本报记者 赵金阳 见习记者 李娜

自助售报点
新鲜又热闹

“快看，快看《哥们，

来瓶红酒对着吹》，哈哈，

太给力了，有意思。”三

个男生议论着《今日烟

台》搜城版向教室走去。

“想看报纸，在教

学楼花5毛钱就可以买

到，非常方便。”刚刚在

第一教学楼自助售报

点取了报纸的大二学

生对记者说。

16日上午7时40分，

正是同学们吃完早饭去

上课的时间，在烟台职

业学院一号教学楼的大

厅，记着看到，大厅的两

个报架前围满了学生，

同学们将钱投进报架边

上的盛钱的盒子里，然

后在报架上领到一份报

纸。与普通售报点不同

的是，这两个报点没有

售报员，同学们自己投

币，自己找零，自己在

报架上领取报纸。从 7

点 40到 8点，20分钟的

时间里，至少有四五十
名学生在自助售报点

购买了报纸。

据了解，自助报点

的创意者是烟台职业学

院经济与管理系09级物

流4班的潘兵和09级营

销二班的朱聪。到目前

为止，他们已经在校园

里设置了3个自助售报

点，还与学校多个商店

合作设置了售报点，出

售《齐鲁晚报》。

“每天能卖160份。”

潘兵乐呵呵地说。“现在

到自助售报点买报的学

生越来越多，正考虑着

再增加几个点。”

设立当初
也担心过

卖报纸能挣几个钱？

自助售报，拿走报纸不
给钱怎么办？当初设立

自助售报点的时候，同

学们都认为潘兵和朱

聪的这种方式不会有

结果。其实就连他们自

己也有过一些担心，潘

兵还曾利用课间休息

时间跑到一楼大厅观

察，但两天之后他们就

完全放心了。“从开始
设立自助售报点到现

在，最多差两三份的报

纸钱。”潘兵说。“有的

同学当时没有投钱，下

一次又自觉补上了。”

“大学生素质高是
自助售报点能够存活

的重要因素。”营销系

胡老师分析说，“大学

生的自觉意识和自我

约束能力较强，校园的

整体氛围是其他公共

场合无法比拟的。”

10月10日，《今日烟台》

的扩版，潘兵和朱聪惊喜地发

现，自助售报点的销量直线上

升。“从10月10日开始，第一

教学楼的的销售数量一直在

100份左右，这两天达到了130

份。”潘兵说。

报纸的改扩版让他们看

到了更大的商机。“现在报纸

上，烟台本地的新闻增加了，

很鲜活，版面设计也更好看

了。”朱聪说。

10月14日，他们又在学

校二号教学楼里设立了一个

自助售报点。“报架设立的第

一天就卖出了 40多份。”潘

兵说，“我们现在正在和学院

的领导商量，申请更多的自

动售报点。”

烟台职业学院的在校大

学生有1万余人，潘兵预计，

当所有的自助售报点设立后，

总的销售数量将达到300份。

“我们学校的自助售报点

全部设立后，我们打算在周边

的学校，如烟台商贸职业学院

和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几个报

点。”潘兵的手在空中画了个

圈说，“如果可行，我们的目标

是覆盖烟台的所有高校。”

“您买的不是报纸，是我们对您的一份信任。”无人售报，自觉投币。

在校大学生潘兵和朱聪另辟蹊径，在学校的教学楼设立《齐鲁晚报》自
助售报点，新的卖报方式受到了广大同学的追捧。报纸的销量从最初的
每天30余份，增加到现在的每天160份。10月18日，记着赶赴烟台职业学
院采访了他们。

《今日烟台》改版后
销量大增

每天早晨，朱聪放完当天的报纸后再从放钱处把钱取出。本

报记者 赵金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