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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营销秀

八八岁岁娃娃带带六六岁岁实实习习生生卖卖报报
这个小“老师”选“徒弟”还挺挑剔

本报枣庄8月1日讯(记者
杨霄) 年仅8岁的田鑫源在本次

“枣庄银行幸福杯”齐鲁晚报天
天向上暑期营销秀活动中，已经
开始带实习生，这位小老师对待
拜师学员可是很“挑剔”。

1日上午，记者在中天步行
街见到了正在卖报的田鑫源和

6岁“实习生”宗新皓。“今天我
带的实习生是宗新皓，看见没，
他是个小帅哥，我相信他能学
的很快。”说起话来，田鑫源像
个小大人，“前两天我也带过一
个实习生，是个小女孩，太娇气
了，我不愿再教她了。看到一家
网吧，田鑫源为了给实习生示

范，毅然决然走了进去，可是被
网管送了出来。小老师很纳闷，

“网吧里那么多人，怎么会没人
买？一看都不爱学习。”然后在
小老师的建议下，两人一起走
进了一家干洗店。实习生看着
小老师成功售出一份报纸，羡
慕极了。

看到小老师连着销售成功
四五份报纸后，实习生决定自己
尝试。初战告捷，让宗新皓信心
倍增，几乎没有会拒绝他们的顾
客。

上午刚过十点，两人的报纸
卖完了。“明天你自己卖吧,经鉴
定可以‘出师’了。”田鑫源说。

顾顾客客给给““小小费费””六六龄龄童童说说““不不””
因为守信、有礼貌，报纸销量非常好

“师徒”二人搭档很默契。本报记者 杨霄 摄

今年六岁的石美是个爱
较真的小姑娘，卖报认真、守
信用，见人先问好。

“早上好！叔叔，请问您需
要报纸吗？五毛钱一份。”石美
在立新小区市场里向周围卖
菜的摊主和小区居民推销报

纸。走到前面转弯的地方，小
美想起昨天有两位叔叔说好
今天还要买她的报纸，就赶快
拿出两份想找到昨天的顾客。
转了一会没有找到，妈妈就劝
她继续向前走，卖给其他人，
可是她不愿意了，“昨天说好

的，怎么没来呢？。”妈妈建议
她去文化市场里试试，由于时
间还早，很多店铺还没开门。
石美就先向周边的地摊推销。
一位摊主夸奖她“那么小就能
上街卖报，真不容易，五毛钱
不要找了，奖励给你了。”小美

可不愿意了，非要找钱给他。
摊主接过零钱说：“我再买一
份行吧？”一听又要买，赶忙
接过钱，然后从包里拿出报
纸递给叔叔，还不忘说一句

“谢谢”。
本报记者 杨霄

以前太内向
卖报变开朗

“如果不是参加这次的暑
期营销秀，我整个暑假都会在
家里窝着。”谢观文说，通过卖
报他变得开朗了。

谢妈妈说，参加这次的活
动是自己强制性让谢观文参加
的，卖报第一天的20份报纸，他
并没有全部卖出去，在接下来
的几天他的销售量也不好，中
途的时候还发起抗议不想卖报
纸了，为了不让他老遭受失败
的打击，自己就去跟报社发行
站的工作人员沟通，决定每天
只给他订10份，并刺激他是男
子汉就坚持下去。虽然内向在
妈妈那里成了一个问题，但是
谢观文说，他还是挺享受现在
的状态。他卖报纸没有什么很
好的诀窍，只是时间久了就整
合出了一套自己的卖报时间安
排，如果很早就主要是沿街卖，
到了上午9点之后，他就会找比
较大的商场去兜售。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哥哥当“义工”

帮妹妹宣传

暑期营销秀进行以来，小
报童们各展其能，单打独斗、结
对组团、亲子联盟都成了卖报
活动中的常见的营销模式，10

岁的贾若清也拉来哥哥帮忙拎
报纸，自己轻松上阵做营销。

为了节省时间体力，贾若
清每天选的路线就是体育馆和
龙头路沿街店铺，虽然报纸分
量不轻，但是因为有了哥哥的
帮助，贾若清只要一心寻找顾
客就行了。“她很听话，成绩也
好，有时候被人欺负了也不还
手，刚开始陪她卖报纸是觉得
好玩，后开就开始变成任务了，
我是最累的那个了，但是我还
是觉得她是个好妹妹，很优
秀。”贾若清的哥哥除了在行动
上支持自己的妹妹外，还帮她
广做宣传，让自己的同学来给
妹妹捧场，鼓励她坚持将报纸
卖完。走到市立医院附近，看到
贾若清不小心把报纸都掉到地
上后，贾若清哥哥反应迅速的
走到她面前帮忙捡东西，完全
没有刚才被太阳晒蔫的样子。
而可爱的贾若清也很不好意思
的看着记者，并转身讨好地夸
起了哥哥，并表示到了营销秀
活动结束后会好好的请哥哥玩
一下。 本报见习记者 韩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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