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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手拿扩音器，沿街吆喝着
卖报前还进行了踩点

卖报啥滋味

微博秀出来

自公布了本报官方腾讯微博的
网址之后，许多报童在微博上发表了
自己的感受。

李雯雨：记得今天早上刚刚领报
纸时，仅仅只是 50份，就装满了整个
背包，呵，可谓万事开头难，我可真的
知道了呢。好重哦。一出邮局，就连卖
了份报纸，虽然不多，却是今天的第
一桶金呢，好开心哦。当最后一份报
纸脱离我的掌心时，我舒了口气，一
边奔跑，一边大声地“耶”了声，无意
间又看见我那双被油墨弄黑的手掌，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了那 45度的专属
微笑。

梁亦宸：我要在 8点之前卖完所
有报纸，加油！加油！再加油！

刘可馨：通过卖报纸，我知道了
父母的辛苦。他们挣钱不容易，我要
理解，以后会经常帮助父母干活。

本报官方腾讯微博的网址 http:/
/t.qq.com/jinritaishan ，报童可在找人
中 查 询“ 齐鲁 晚报- 今日 泰山 ”的 名
称点击收听，广播自己的声音即可。

本报见习记者 白雪 整理

班级QQ 群里大做广告
校长买了她一份报纸

本报泰安 7 月 17 日讯(记者 熊正君)
15 日，为了能卖出更多报纸，新泰 10 岁报

童孙奥林特意买了个扩音器喇叭，便于自己
卖报的声音能传更远。为了能让报纸卖得更
快，他还跟着爸爸手拿新泰地图，在新泰市
区各路段进行踩点分析。

15 日 上午 7 点半左 右，记 者还没 走到
新 泰 邮政 局 报 刊零 售 点，远 远就 听 见有 人
拿 着扩 音器 喇叭 喊着 ：“ 报纸 来了 ，赶 快领
报纸，卖报纸啦！”记者走近发现，原来是报
童孙奥林正拿着大喇叭召集报童们去领报
纸 。孙 奥 林 的 爸 爸 告 诉 记 者 ，1 4 日 孙 奥 林
卖 报 纸时 发 现 自己 的 声音 太 小，扯 着嗓 子
喊 了 一上 午 就 喊哑 了 ，没 法 吸引 足 够多 的
人来买报纸，所以就买了一个扩音器喇叭。

“他自己看着说明书捣鼓了一晚上，还提前

录 好音 ，遇 到人 多的 地方 就循 环 播放 。”孙
奥林的爸爸说。

领 到 预 订 的 1 00 份 报 纸 后 ，孙 奥 林 就
赶 忙去 给几 家“ 固定 客户 ”送 报纸 了。只见
一 阵 手忙 脚 乱 后，孙 奥林 倒 坐在 爸 爸 的电
动 车 后座 上 出 发了 ，他在 电 动车 上 就 开始
拿着喇叭扯着嗓子喊起来。

9 点半，记者见到孙奥林时，他在新泰
汽车站的候车室里，拿着大喇叭在敞亮的候
车大厅里一遍一遍地喊：“卖报纸了，齐鲁晚
报，5 毛钱一份。”他拿着大喇叭挨个客车卖
报，而且叔叔、阿姨喊得很甜，很多旅客都被
他可爱的表情和动作逗得哈哈大笑。随后他
又跑到汽车站附近的商贸城，每一家商铺店
面都进去询问，有时候在人家商铺门口就用
喇叭大喊卖报纸，店铺的老板放下手中的生

意也得赶紧跑出来买份报。不一会儿，孙奥
林手中的报纸就被抢购一空。

孙 奥林 的 爸爸 告 诉 记者 ，孙奥 林 的报
纸之所以卖得这么快，除了他见人就问，不
怕 说 话 外 ，主 要 是 提 前 做 了 很 多 功 课 。1 4
日 上 午 卖完 报 纸后 ，他和 儿 子 就拿 着 地图
把新泰市区报纸卖得动的地方都提前踩了
点，并对哪些人能买报纸进行了分析研究。

“有报箱的小区我就不去了，他们肯定订报
了 ；农 贸 市 场 里 的 人 都 忙 着 卖 东 西 、买 东
西，肯定没功夫看报纸；只有那些开商店的
叔叔阿姨们和车站等着坐车的人闲着，看报
纸打发时间，我主要卖给他们。另外，我要和
时间赛跑，一些地方去过小报童了，我就赶
紧换地儿。”趁着喝水的空，孙奥林向记者头
头是道地说出了他的卖报经验。

从卖报第二天起，我就开始
对客户进行摸底，总结卖报心
得。

我发现买报纸的大多是老
爷爷和个体业主。家具城和马路
两旁小商店的老板们会买报纸，
因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零钱。
我会和我的“客户”约定好，每天
都准时把报纸送到他们手中，这
样就有了固定的“客户”，缩短了
卖报时间。

我还会把报纸摊放在公园
的座椅上，招呼过往游玩的行人
过来看一看，他们见到是报童在
卖报，会因支持这一活动而购
买。因为我总结了经验，减少了
卖报的盲目性，所以早上九点半
左右，我的报纸就卖完了。

生活中充满了机遇和办法，
只要你敢于大胆尝试，耐心钻
研，就会取得成功。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整理)

寻找固定客户
报童 陈佳音

本报泰安 7 月 17 日讯(记者 熊正君)
10 岁的新泰女孩李佐姿娴为了扩大自己的卖
报市场，在班级 QQ 群里大做广告，更改自己
的 QQ 签名，将自己的卖报经历通过 QQ 与
同学交流。她将每天的卖报经历传到班级 QQ
群里分享，成为全班师生每天关注的重点。

“昨天很多同学都给我打电话了，他们都

问我报纸卖得怎么样，累不累，我又打电话又
聊 QQ 的，折腾到半夜，。”15 日上午 7 点半左
右，记者一来到新泰邮政局报刊零售点，就听
见一个头扎俩小辫的小报童抱怨着说。记者
了解到，这报童叫李佐姿娴。14 日是她卖报第
一天，头一天晚上她就把自己要卖报的消息
发到了班级 QQ 群里，希望班里的同学和老

师若在街上碰到她卖报能多多捧场。
14 日晚上，李佐姿娴把自己的卖报经历

和感想写出来后就发到了班级 QQ 群里，立
即引起了同学和老师的关注，都通过 QQ 聊
天或者打电话询问她卖报情况。李佐姿娴还
向同学张弛骄傲地炫耀，她还卖给校长一份
报纸呢。

问了五十个人卖出第一份报纸
13 岁报童心态好起来

本报泰安 7 月 17 日讯(记者 曹剑)
15 日上午，肥城市小报童领报纸后便纷纷走
上街头。在肥城市新城路上，13 岁小报童杨
圣达在问了 50 个人后，才卖出第一份报纸，
就这样他转变心态坚持向第 51 个人推销。

15 日上午 8 点半左右，肥城 13 岁报童
杨 圣 达引 起 了 记者 注 意 。记 者 看到 杨 圣达
慢慢地踱着步子，手中抱着几份报纸，看见

有行人从身边走过，他也不招呼，从他身边
走 过 的 行人 买 了 其 他报 童 的报 纸 。即 使 他
偶尔招呼一声行人，如果行人没有买报纸，
杨 圣 达 便又 垂 下 头 。在 一旁 陪 着 的妈 妈 卢
海 霞 感 觉出 儿 子 不 在状 态 ，于 是 走上 前 教
给 杨 圣 达一 些 卖 报 技巧 ，让 他 主 动向 行 人
推销报纸。

大 约半 小 时 后 ，记 者发 现 杨 圣达 变 得

活跃 了许 多 ，看 见行 人，他会 主动 迎上 去，
即使对方没有买他的报纸，他也不灰心，相
反却更加努力地询问下一位行人。

15 日上午 10 点钟左右，杨圣达已经将
手中的报纸卖光。在聊天过程中，杨圣达告
诉记者，卖报第一天，他深深体会过挫折的
味道。当时，他问了 50 个人，才卖出第一份
报纸。

坐着爸爸的
车，孙奥林拿着
喇叭喊着卖报。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摄

格来信照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