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姓名 24日

第1名 徐圣杰 2470

第2名 王智超 2230

第3名 周思辰 1580

第4名 张宇涵 1180

第5名 李泽楷 1110

第6名 李英姿 950

第7名 邵佳昕 900

第8名 贾桓齐豫 740

第9名 王泽坤 730

第9名 宋方宇 730

第9名 于佰奥 730

第12名 王欣冉 687

第13名 苏圣杰 670

第14名 徐若涵 650

第15名 李培正 580

第16名 刘笑含 570

第17名 周春龙 540

第18名 杜佳昕 520

第19名 沈小然 490

第20名 尹岳琦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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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喜旺杯”暑期营销秀今日落幕，回味卖报经历有苦有甜

不不管管卖卖报报多多少少，，小小报报童童都都成成长长了了
25日，本报“喜旺杯”2014暑期小报童营销秀圆满结束，十几天的卖报生活，小报童们收获了快乐

和感动，建立起了纯真的友谊。“不管卖报多少，他们都成长了。”小报童韩欣雨的家长说。

本报记者 张童
见习记者 陈姿彦 刘晓

刘琛 唐菁
实习生 胡梦杰

小报童宋旭彤：

卖报钱换来两本书

周二下午，舞蹈彩排归来的宋
旭彤，拿着卖报赚来的四、五十元
钱，对妈妈说：“我想买两本书，老师
一直要求买。趁着暑假有空，我也很
想读一读。”

经过一番仔细地寻找，他们终
于在新华书店二楼的儿童书籍区找
到了梦寐以求的书。

交钱的时候，宋旭彤把零碎的
钱放到了售货员阿姨手中，那位阿
姨微笑着接过钱，问起钱是哪里来
的。宋旭彤自豪地说：“是我自己卖
报纸一点一点赚的。”售货员阿姨对
宋旭彤赞不绝口，夸她小小年纪就
能自己赚钱，鼓励她以后继续努力。
宋旭彤买的两本书，一本是《天蓝色
的脸》。另一本则是动物故事集。宋
旭彤妈妈说：“回家后，她就开始看
书，对这两本书爱不释手。”

小报童孙润玉、李闰秋：

用礼貌和笑声
征服了读者

“阿姨你好，我是齐鲁晚报的小
报童，买份报纸吧，5毛钱一份”、“叔
叔你好，我是来来参加社会实践的，
买份报纸吧”……早晨，一声声清脆
的卖报声响遍淄川服装城，每每见
到一个市民，姐妹俩都会用礼貌的
方式去向市民卖报。对每个买自己
报纸的人，两个8岁的小姑娘都会说
句：“谢谢”。

妹妹孙润玉说：“平时老师就教
育我要有礼貌，这样才会有更多的
人喜欢你，我觉得卖报是这样的，做
其他事情也是这样的。”面对这两个
有礼貌的小姑娘，大多数市民都选择
买下了她们的报纸，“我家里订了齐
鲁晚报，但是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卖
报，还特有礼貌，得支持他们一下。”

李闰秋和孙润玉姐妹俩便是凭
借着银铃般的笑声征服了一个又一
个市民。18日早晨，半个小时的功
夫，姐姐李闰秋在淄川服装城卖掉
了自己的30份报纸，是淄川15个小
报童中卖得最快的。

不少“小报童”转战第二期，要将暑期营销秀进行到底

下下期期我我要要““抛抛弃弃””妈妈妈妈独独立立卖卖报报
本报7月24日讯(记者 张

童 见习记者 刘琛) 24日，
本报暑期小报童营销秀第二期
揭幕在即，不少参加一期活动
的“老报童”表示“卖的不过
瘾”，要继续参加第二期营销秀
活动。

张宇涵作为第一期的小
报童已经早早报名参加第二
期了。“我要继续卖报纸，继续
体验当报童。”在这些卖报的
日子里，张宇涵经历了高温酷
暑，遭遇了无数次拒绝，体会
到了赚钱的辛苦，但是他表示
不会中途放弃，一定会继续坚
持下去。

“孩子还小，平时很少接触
社会，这次卖报纸主要就是面
对社会上的陌生人，他会观察

谁可能会买他的报纸谁可能不
会买，确定目标顾客才会上去
询问。现在每天早晨领完报纸
以后，都是他自己插报纸，然后
自己出去卖，我们也不再跟着
他，孩子是越来越独立了。前几
天孩子自己决定报名参加小报
童第二期。既然孩子自己乐意，
做父母的肯定支持。”张宇涵的
爸爸说。

而在首期活动中，王泽坤
的妈妈由于不放心，和公司调
休了假期。“以前卖报纸，我都
是远远地在后面跟着，报纸版
面多了太沉，就帮他提一些。”
王泽坤的妈妈说，第二期活动，
她决定放手一把，王泽坤也说，
接下来卖报，他打算“抛弃”妈
妈，独自卖报。

（截止到24日）

小报童英雄榜

小报童闫文博：从开不了口到自信叫卖

第一步最难迈，卖报时
甚至让妈妈转过头不能看自
己，然而现在却已非常自信：

“妈妈，你不用管我了，我自
己能行。”闫文博的进步在一
天天增加。

“卖报不在数量，关键是
在卖出的这些报纸中，自身
学到了什么。孩子在成长，
我也在成长。”闫文博的妈
妈说。

卖报之初，闫文博有些
羞涩，妈妈曾几度失望。但在

随后的相处中，妈妈也逐渐
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不断
的鼓励闫文博，更多的发现
闫文博身上的亮点，也给了
闫文博独自卖报的动力。

“现在我都独自出来
卖报纸了，看见叔叔阿姨
我就问，一个不买，我还可
以 再 问 下 一 个 ，没 什 么
的。”8岁的闫文博，在10天
的卖报过程中，变得更加
成熟，更加开朗。

虽然累了之后，还是会

回到妈妈身边“哼哼”几句，
但是至少他已经开始自己

“走出去”，知道要逐渐脱离
父母的“保护”，知道要逐渐
成长为一名更加独立自信的
男子汉。

知道将水杯递到妈妈的
嘴边，这就是进步；知道说一
句“妈妈，你坐着就行，别太
累”，这就是成长；知道自己
拿报纸，自己收钱找零，这就
是提高……这一切，闫文博
都在慢慢践行。

李培正在早市卖报。 见习记者 刘晓 摄

小报童李培正：羞涩小男孩坦然面对拒绝

即将升入小学三年级的
李培正，相较于同年龄段的
男生，少了一分顽皮，多了一
分安静和羞涩。“尤其是刚开
始时卖的不是很顺利，被拒
绝的时候，看他不太高兴。但
母亲南女士却渐渐觉得，这
几天李培正的卖报情况有了
很大起色。她很满意儿子越
挫越勇的精气神儿。

每天上午7点一过，在市
博物馆北边的农贸市场门

口，记者都能见到举着报纸
叫卖的李培正。16日，一位路
过的年轻女士没有听到他的
叫卖声，自顾自得从一旁走
了过去。又一位路过的中年
男士也摆手拒绝卖报。像这
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次，但
李培正的脸上并没见到不
悦，他仍旧一次次走向过路
的行人，问出一样的话。

面对拒绝，李培正不是
灰心丧气，而是更加大胆的

向路人推销自己的报纸。“有
的人可能问第一遍时不会
买，但问的次数多了，就会掏
出钱来买。”李培正说。在拒
绝中，李培正学会了怎样去
转变方式卖报纸，而不是一
味的抱怨和垂头丧气。

在爸妈的鼓舞下，李培
正面对拒绝买报的客人，还
会回一句“没关系，祝您愉
快。”而这句话，也为他“加
分”不少。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贴心小棉
袄，现在儿子也是我的小棉袄。”宋
方宇妈妈说，通过小报童的活动，宋
方宇变的更贴心、更懂事、更大方。

“只是想让他锻炼一下，没想到
他能坚持那么久。”宋方宇妈妈说，
每天晚上睡觉前宋方宇，都会给自
己定闹钟，怕第二天起不来，早上根
本不用爸妈叫，有时还会反过来叫
醒爸爸妈妈，“妈妈快起床，要去卖
报纸了。”

“孩子昨天还和他小姨说自己
做这点小事都不容易，可见爸爸妈
妈平时干活有多难。”宋方宇妈妈
说，当时听了儿子这句话，眼眶都红
了。“他现在很听话，也很少跟我要
钱买零食和玩具了，让他体会到挣
钱的不易，理解父母的苦衷，我想这
是最大收获。”

小报童宋方宇：

成了妈妈贴心小棉袄

一对老年夫妇走出很远之后又折返回来，买了王泽坤一份报纸。
本报见习记者 刘晓 摄

宋旭彤用卖报钱换来两本喜欢
许久的书。

本报见习记者 刘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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