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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C05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张童)

齐鲁晚报小报童活动开展以来，桓
台地区小报童家长热烈呼吁组建

“桓台小报童队伍”。为考虑家长及
孩子需求，经本报小报童活动组研
究决定，继该活动在张店、淄川两地
启动后，自28日起，该活动也将覆盖
至桓台地区，这也意味着市民在桓
台街头，也能见到齐鲁晚报小报童
的身影了。

“上周我来张店办事，看到街上
有七八岁的小孩子在卖报，我觉得
这是对孩子很好的锻炼。我孩子马
上读二年级了，希望他也能通过卖
报锻炼一下交际能力。”家住桓台的
刘先生说。

这次抢先给孩子牛烁文报名的
家长也表示，并不在意孩子能卖出
多少份报纸，关键是要有个参与的
过程。

本报小报童

今日桓台首秀

本报7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刘
晓) 与大多数小报童相比，13岁的
王子安要更“大”一些，这也成为他
担心报纸不好卖的一个重要原因。

“年龄小的报童肯定有优势，他
们肯定依靠卖萌和自己的可爱推销
报纸，我现在都是‘老人’了，竞争不
过他们了。”在谈话中，王子安还在
开着自己的玩笑。

据了解，王子安是独自报名的，
爸爸妈妈没有管，而此次来学习和
订报纸也是他一人独自完成。“妈妈
只是为我准备了很多5角钱的硬币，
然后就不管我了，剩下的事我得一
人完成，得加油了！”王子安不断的
在为自己打着气。

而在接下来的卖报过程中，王
子安也要“孤军奋战”。他说要想一
些“与众不同”的卖报方式，形成自
己的优势，更要赶超一期小报童。

“第一名卖了2800多份，其实只
要找到了好方法并不难，我相信我
能做到，一定能赶超他们。”王子安
说。

而在报名表的一栏中，王子安
认认真真的写着：“要体会到父母挣
钱的不易。”并在前面用括号注明

“重要”。

新小报童王子安：

独自报名订报
赶超一期报童

走走起起！！本本报报小小报报童童今今日日秀秀营营销销
第二期活动火爆开启，请您多多支持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张
童) 27日，齐鲁晚报第二期小
报童营销秀活动启动仪式在山
东理工大学举办。从28日起，来
自淄博各区县的300名小报童
将走上街头，展开新一轮的营
销秀。

27日下午，一期小报童及
报名参与二期营销秀的小报童
汇聚一堂，共同参加首期营销
秀的颁奖典礼。颁奖现场中，一

期获奖的小报童们还分享了他
们各自的卖报经验。第二期的
小报童们虚心向“前辈们”求
教，不时拿着本子记着卖报心
得。齐鲁晚报《今日淄博》的工
作人员向小报童和家长们详细
说明了领报时间、地点及注意
事项，活动现场，还用旧报纸详
细演示了插报流程。

兴奋的小报童们排起了
长队，等待工作人员发放小

报童T恤和红色卖报帽。根据
身高体重，他们领到了各自
的衣服。几个小报童当即就
戴上了帽子，拿着旧报纸演
示着，“卖报卖报，齐鲁晚报，
要报纸吗？”

一直向一期报童讨教的李
欣颖自信的表示，要将别人的
卖报心得结合自己的经验，不
仅要做到嘴甜、诚信、礼貌，更
应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这半个

月我一定会坚持下来，相信我
也能取得不错的卖报成绩！”家
住桓台的小报童窦玉坤说，他
希望二期营销秀里能取得好的
成绩，争取也能获奖。

到场的家长们也表示，孩
子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一次
非常难得的锻炼，不仅培养
了孩子与人交流的能力，更
能通过卖报过程，体会父母
赚钱的艰辛。

首首期期““不不过过瘾瘾””，，二二期期接接着着来来
本报小报童活动有一批铁杆粉丝，渴望在锻炼中成长

一期活动小报童翟曼琳的家长
曾建议 ,孩子们可以将参加这次活
动的心得写成日记或作文 ,记录卖
报心情、点滴以及向别人营销售报
的经验。

为此,本报在一期活动中，开设
了“报童·点滴”专栏,来记录小报童
们卖报时发生的点点滴滴。一期活
动15天，本报共征集到近百篇报童
的感想，并分期发表在了报纸上。第
二期活动开始，“报童·点滴”专栏继
续向小报童征稿。

小报童们每天走上街头卖报
时 ,都会有不同的见闻和收获 ,会遇
到形形色色的新鲜事儿、趣事儿、好
人好事。我们都欢迎你们写下来,与
大家分享。

投稿请注明小报童姓名和联系
方式,可将文字整理成电子版或拍摄
成照片 ,发送至邮箱 : zangzhen91@
163 .com。另外,小报童及家长可以加
入QQ群:327968485,与我们进行互动。

“报童·点滴”

继续征稿

本报记者 臧振 张童
见习记者 陈姿彦

“一期两周太不过瘾了，
我还要继续参加！”第一期活
动还未结束，张宇涵就报名
参加了第二期活动。像他一
样的不在少数，他们表示，通
过一期活动，他们总结了自
己的经验，继续卖报，也会更
加自信。

“荣升”老报童

更要挑战自己

一期小报童张宇涵正式“荣
升”老报童，一期拿到银奖的他暗
自鼓劲，“第二期活动，我要挑战
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多。”

“第一天，我要卖 1 4 0份报
纸，”张宇涵说，对于这个数量，他
很有信心。“有一天，买张便宜的
站台票就能进火车站候车厅，这
是个大市场，而且没有其他人。但
是后来，别的小报童也发现了这
个地方。”张宇涵无奈的说，市场
被瓜分了，他又不好意思跟小伙
伴竞争，只能另外开辟新市场。

“得想办法，找个更好的卖报点才
行。”

张宇涵的妈妈很满意儿子的
表现，“正常吃饭、午休，卖完报纸
后，还有时间参加其他活动。生活
还是很有条理。”她说，最让她感
到高兴的是，陪着孩子卖报，虽然
觉得累，但孩子每天都很开心。继
续参加活动是孩子的选择，卖报
的收入也是孩子自己支配，她和
孩子的爸爸并不干涉。“希望宇涵
能通过第二期活动，继续开开心
心的过每一天，并能发现卖报活
动的真正意义。”妈妈祝福张宇
涵。

转战第二期，争取更好名次

小报童第二期的活动开始
了，李英姿、于佰奥、王可心等
参加第一期小报童活动的又参
加了第二期小报童的活动。

李英姿告诉记者，还记得
第一期卖报纸的时候，自己手
里的报纸卖不出去，一天急哭

了三次。“随着后来累积经验，
有了固定读者群，每天都会有
很多人买报纸，越卖越自信，
我觉得我参加第二期会卖得
更多，我要争取更好的名次。”

于佰奥的爸爸说：“第一
期还没结束，女儿就让我给

她报第二期，我非常支持她，
我明显看到了女儿的进步。
以前她都不敢跟陌生人说
话，现在不仅能主动与陌生
人 交 流 ，生 活 上 也 更 独 立
了”。据了解，于佰奥首期就
卖出了850份报纸。

经历“烤”验，卖报更有信心

首期活动连续的桑拿天，
让不少小报童经历了成长的

“烤”验。10岁的贾桓齐豫是其
中之一，连日的高温加上卖力
的叫卖，贾桓齐豫嗓子喊哑
了，嘴上也因上火起了水泡，
但他仍然坚持卖报，拿着70多
份报纸，在烈日下坚持了将近
两个小时，卖完报纸后才回家

休息。
“我的第一份报纸是卖给

了一位老爷爷。”贾桓齐豫回
忆说。通过这两周的卖报，他
从一开始害怕开口到大声吆
喝，从30份加到70份、80份，他
认为，卖报活动最精彩的部分
不是拿到什么奖，而是这个过
程，“因为经历过，所以对接下

来的卖报更有信心了，过程才
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继续参
加，体味过程的意义。”

贾桓齐豫的妈妈寄语小
齐豫：“希望孩子用自己的双
手来涂鸦自己的暑假生活，让
暑假变得更有意义。也感谢每
一位买报的人，是他们的支持
和鼓励，让孩子坚持下去。”

新小报童现场取经，“前辈”倾囊相授

““大大方方嘴嘴巧巧，，诚诚信信自自信信更更重重要要””
本报7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唐菁) 颁奖结束后，获奖的
小报童被新报童团团围住，有
人向他们讨教卖报技巧，有人
希望他们介绍几个卖报的“黄
金地段”。其中，营销秀金奖获
得者徐圣杰，成了孩子们眼中
的营销小明星。

“徐姐姐，你一共卖了2800

多份报纸，平均一天卖200多，
你是怎么做到的？”“徐姐姐，你
是在哪卖的报纸呀？”李欣颖等

新报童们七嘴八舌的向徐圣杰
问各种问题。徐圣杰也主动向
小报童们讲起了卖报经。

徐圣杰说，卖报首先要有
诚信，想要卖的多，就不能高价
卖报，就算别人多给钱也不收，

“还有如果有人让你第二天再
送一份，一定要去送。”徐圣杰
总结，讲诚信是最基本的，只有
这样才能积累起固定客户，赢
得买报人的好感。

“要有一张巧嘴，嘴一定要

甜，更要大方、自信，相信自己
是最棒的。”徐圣杰告诉下一期
的小报童们，和人说话要大声
不要放在嗓子眼里，举止大大
方方才会让人买你的报纸。

而与徐圣杰类似，两届老
前辈、今年的银奖报童周思辰
也成了“香饽饽”。“腿要勤，不
要懒，多向几个人推销，卖得肯
定多。”周思辰说，他在小义乌
卖报纸时，面对着近千家商铺，
从来不在一家商铺前滞留超过

15秒。“别人想买，你第一次问
他就会买。向同一个人二次推
销、解释，还不如寻找另外的目
标。”

“不管是讲诚信，还是嘴
巧、大方自信，抑或大范围撒网
式卖报，孩子采取不同的策略
卖报，并能很好的总结，这就是
收获。”烟台喜旺集团淄博办事
处部长张浩翔说，孩子通过卖
报，有收获有进步，学会了总
结，这就是活动的意义所在。

新小报童练习独自完成整理报纸。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Y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