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卖的不是报纸，是快乐！”
营销专家向小报童传授卖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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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7 月 10 日讯(记者 陈
洋洋) 10 日上午 9：00 ，营销专家齐
慧良给参加活动的小报童们讲解卖报
技巧，她说，卖报最大意义不是在比赛
中获奖、赚钱，而是“收获快乐”。

“意志和品质最重要，快乐也最重
要！”在培训中，齐慧良告诉小报童，卖
报纸应该说是锻炼体魄、锻炼意志、培
养能力的最好形式之一，希望小报童
们在卖报中保持快乐和积极向上的心
态。

在培训中，齐慧良介绍了卖报制
胜的技巧。首先，小选手们要选好时
间、地点。新闻讲求时效性，所以大家
要早起，太晚了就很少有人感兴趣了。
选择卖报的地点也要有技巧，人流量

越大的地方报纸越好卖。但往年比赛
中有不少小报童会扎堆去五星百货附
近的闹市区。如果小选手认真观察生
活，如果发现某快餐店吃早饭的人很
多，而且根本没有小报童过去卖报，就
要抓紧下手“抢生意”了。

另外，学会交流也是营销小选手
们的重要“法宝”。“嘴甜、勤快
还要机灵。”她强调小选手要自信
从容，不要怕和陌生人说话，要撕
掉害羞的面具，锻炼自己的口才和
能力。除了多向父母、报摊的老板
等学习，还要多跟顾客交流。“要
让别人知道你卖的是什么，吆喝也
很重要！”她建议小报童，拿到报
纸要先看一遍，卖报的时候就吆喝

这些最新鲜的事，比较容易引起读
者的兴趣。”

“有营销就有挫折，一定要坚持下
去。”她说，报童这个词语看似平凡，体
现出的却是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企
业家精神。”齐慧良说，小报童们要
不怕困难挫折，自律性强。卖报期
间，遇到被拒绝和天气热等困难和挑
战，要坚定信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也不要总是给自己找退缩的借
口。“咱们卖的不是报纸，卖的是快
乐”。她说，希望小报童们享受着卖
报带来的快乐与成就，不断挑战自己
的每日卖报极限，经过 1 5 天的锻
炼，交更多的朋友，收获更多成长与
感动。

营销专家传授售报经验。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 7 月 10 日讯(记者 陈
洋洋)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专家蒋
妍给小报童和家长们讲解了夏季防
暑和儿童常见病等知识。

蒋妍说，卖报正值盛夏，小报
童们不要过分贪凉，也不要贪吃冷
饮。“尤其是不要卖完报回家把空
调度数开得很低，以免吹出空调
病，空调温度最好是 26℃ 。”她
建议小报童们多吃西瓜、黄瓜、

桃、苦瓜、番茄等瓜果。“最好的
解暑饮品是白开水和绿豆汤。”她
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疾病是腹
泻，家长可为小报童准备好绿豆汤
解暑，不要乱喝各种碳酸饮料、乱
吃雪糕。

另外，夏季是细菌滋生的季
节，小报童在大街上接触外界较
多，回家一定要记得搞好清洁，回
家先洗手，多洗澡。“家长要注意

提醒孩子回家先洗手，当成第一件
要事来抓。”她说，很多小孩子到
了街上到处乱碰，很容易沾染脏东
西，这些如果不及时洗手会随着一
起吃进肚子里，造成腹泻或者其他
疾病。

另外，小报童们平时多喝水、
多睡觉、多锻炼，就不怕生病了。
不过一旦发现生病了，一定要及时
就医，不能乱用药。

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专家蒋妍：

“天气炎热，小报童要注意防暑”

本报聊城 7 月 1 0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安全快乐
卖报才是头等大事，一定要
遵守交通规则。”10 日上午，
东昌府区交警大队宣传科吴
慧给小报童做了卖报交通安
全的讲座，报童们学到不少
交通知识。

“千万不要在车流多的
十字路口卖报，马路中间等
红灯的车更不能靠近。”吴
慧说，小报童一般会选择人
流量大的闹市卖报，这无可
厚非，但是一定要注意安

全，有的小报童为了多卖一
份报纸，不顾车辆拐弯，这
十分危险。吴慧建议，过路
口前先看好红绿灯，卖报时
不要跑得太急，一定要看好
有没有车子，自己骑车时不
要并排拉手、不要在路上嬉
戏打闹。

“卖报中遇到问题，可以
到最近的交通岗亭找交警叔
叔、交警阿姨，寻求帮助。”她
说，城区交通岗亭的交警们
都十分热心，小报童们有需
要帮助的可以找他们帮忙。

东昌府区交警大队吴慧：

要卖报，更要注意交通安全

邮局工作人员现场教报童合报

先学会“进货”，才能节省时间快速出门卖报
本报聊城 7 月 10 日讯

(记者 陈洋洋 ) 10 日上
午，聊城市邮局零售分局局
长翟继峰和主任李昌盛为
小报童现场讲解了领报和
合报的注意事项。

“报童们每年从邮局抱
着报纸走出门去，每一天我
们都看到孩子们的勇敢和
成长。”翟继峰说，暑期营销
秀连续举办三年，看到孩子

们年年变化，也看到的孩子
们有的连续三年参加，个子
长高了，说话大方了，做事
干练了，觉得很欣慰。

“早上领报要先排队，按
排队顺序交钱和领报纸。”他
说，小报童们需要先了解“进
货”的过程，并提前想办法减
少“进货”占用的时间，最快
的时间领报，最快的时间走
到大街上卖报。另外，在邮局

领报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解
的问题，可以找邮局工作人
员咨询。另外，如果有的小报
童每天交钱“进货”觉得很不
方便，可以预交定金，每天从
所交定金里扣除当天费用，
这样就可以不用每天拿现金
等待“结账”了。

“卖报的第一步是学会
合报纸，就是把报纸的多个
板块合成一份。”李昌盛说，

从往年的经验来看，不少小
朋友现场领到报纸就抱着
出去卖报了，到了大街上才
发现，都不是整份的报纸，
卖报很不方便。他说，报纸
有头版、要闻、娱乐等多个
板块，小报童领到各个板块
后，要仔细核对数目是否正
确，然后按照预定的数目将
各个板块按顺序合在一起，
最后全部夹在头版里。

“我都这么大了，哪还
能让父母陪着来啊！”10 日
上午，报童营销秀培训现
场，不少小报童拒绝父母一
同前来，独自一人来参加培
训。

在小报童培训现场外，
一小男孩进入记者的视野，
他独自一人推着自行车，与
其他有家长陪同的小报童
比起来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这名小报童名叫李正浩，是
文轩中学初一的一名学生。
本来其父母打算陪同他一
起来，但被他拒绝了。“我都

这么大了，不是小孩，能独
自行动了，不用父母陪着。”
李正浩说：“今天我一早就
起来了，由于第一次到这里
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我问了
好几个人才找到。”进入培
训现场后，记者发现李正浩
拿起手机给家人打了个电
话报了声平安。

在报童营销秀现场，记
者发现不用父母陪同来参
加培训的孩子还真不少。他
们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和小
伙伴结伴而来。

本报见习记者 孟凡萧

小报童独自来参加培训

“孩子还算不错，来之
前她也向我保证，能坚持到
最后。”在培训现场，杨先生
带着女儿早早便赶了过来。
他告诉记者，女儿性格内
向，平时不喜欢和人接触，
这次鼓励孩子参加报童营
销秀，也是为了锻炼她。

“有时甚至不敢自己在
屋里睡觉。”杨先生告诉记
者，女儿今年 9 岁，在兴华
路小学上三年级，平时胆儿
小，在家里还好，在学校基
本不怎么和同学交流。他们
做家长的很着急，想尽各种
办法锻炼女儿，“前段时间

看了咱报社举办的报童营
销秀，卖报就要和别人交
流，是很好的锻炼机会，于
是想让她过来试试。”杨先
生说。

“开始我还担心，后来
和她说了这事儿后，做了一
番思想工作，她自己也同意
了。”杨先生说，女儿为了不
让他们担心，说自己能坚
持，还给他们写下了保证
书，表示一定要坚持到最
后。他希望女儿能通过此次
卖报活动，变得开朗活泼起
来。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向家长保证坚持到最后

“孩子报名时没有照
片。”在上午发放衣物的时
候，队伍一旁有个格外瘦小
的孩子在委屈地流泪，任凭
母亲“好言相劝”也不肯离
开队伍半步，生怕没了自己
的衣服。

工作人员了解到，他叫
虞佳衡，是今年报童营销秀
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
7 岁半，就读于东关小学
一年级，由于报名时没有

及时交上照片，所以还没
有领到证件和衣服，看见
其他小朋友都在领衣服，
自己只能在一旁干巴巴地
掉眼泪。

看到这种情形，站在一
旁的母亲无计可施，记者则
赶忙给他发了衣物，虞佳衡
迫不及待地换上，这才止住
眼泪，听话地站到一旁，等
待补发证件。

本报见习记者 张超

“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10 日上午，在暑期营
销秀的培训会上，小报童
们利用中场休息时间互相
介绍，并向去年的“老报
童”取经，为即将到来的
暑期营销秀做准备。

“要积极、微笑和真
诚！”李远同微笑着传授
卖报经验。她虽然只有 10

岁，但已经是齐鲁晚报的
“老报童”了。去年的小
报童卖报活动中，她平均
每天能卖 5 0 份。她说，
暑 期 卖 报 活 动 锻 炼 了 自
己，让她明白了钱是一分

一分赚的，更要学会与陌
生 人 交 流 ， 提 高 交 际 能
力。

培 训 会 中 场 休 息 时
间，孩子们互相介绍，与
旁边的小朋友交流听课的
体会，一起制定明天的卖
报策略，还积极主动的找
老报童取经。

“明天邮局见！”尽
管是刚认识，赵德昊和韩
明哲已经交上了朋友，他
们约定明天一起卖报，组
成一个营销小团体。

本报见习记者 郭庆文

小报童现场向“老报童”取经

交警正给孩子讲解交通规则。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邮局工作人员正在讲解如何合报纸。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格培训花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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