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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管管被被拒拒多多少少次次依依然然微微笑笑面面对对
营销秀中微笑弟、微笑妹真不少，众人为孩子的执着点赞

徐圣杰是首期小报童营销秀金
奖得主，微笑卖报的典型代表。在向
二期报童传授经验时，她列出了10

条卖报心得。
短短半个月的卖报征程，徐圣

杰说，所有的心得中，实在排在首
位。“要想卖的多，价钱不要太贵，5

毛钱就行，更不要多收钱，就算别人
多给也不要收。”除此之外，微笑就
非常重要了，在她看来，不管别人买
不买报纸，始终要微笑，指不定可以
让原本不想买报的人买一份。

她说，诚信和嘴巧都是不能忽
视的，“别人给了钱要你明天再送一
份，一定要去送，而且，嘴一定要甜，
更要大方、自信，相信自己是最棒
的。自信起来后，你会发现卖报也会
很顺利，这是个心理作用。”

炎炎夏日里，经过分报纸、插报
纸后，很多小报童的脸上、衣服上抹
上了墨迹。尤其是一出汗，难免会显
得有些邋遢。对此，徐圣杰支招“师
弟师妹”，衣服可以不新，但一定要
干净、利落，人可以黑，但一定要清
爽。只有这样看着舒服，才能很好的
卖出报纸。

十余天的营销秀活动中，徐圣
杰几乎天天第一个来领报纸，“因为
我订报分数多，插报时间也长，只能
赶早。”她说，既然参与了小报童营
销秀活动，就要勤快，做事得干净、
利落，才不会被人抢先。“不仅是领
报纸、插报纸，甚至卖报纸都得抢
先，要么市场会被别人抢走。”

本报记者 张童

上期金奖报童支招：

诚信和嘴巧
都不能忽视

本报首期小报童暑期营销秀金奖获得者徐圣杰在总结她的卖报经验时说，不管别人买不买报纸，她都要微笑以
对。而在第二期营销秀活动中，像徐圣杰一样的“微笑弟”、“微笑妹”也不少。孩子卖报的坚定信心让众人称赞。

本报见习记者 唐菁 刘琛
实习生 王宇澄

小报童郑文豪：

不管别人买不买

都笑着说“谢谢”

今年11岁的小报童郑文豪一
笑就有一对小酒窝，声音清脆有
礼貌。卖报第二天，郑文豪将地点
选在张店共青团路附近一处人流
量较大的菜市场。

事情并没有郑文豪预想的那
样顺利，1个小时后，郑文豪卖出
了不到20份。“孩子的心理素质还
是不错的，虽然被拒绝了很多次，
但还能在被拒绝后笑呵呵地说

‘谢谢’，很棒！”郑文豪的妈妈说，
今天被拒绝的次数有点多，正好
可以考验他能不能坚持下去。

1个多小时过去了，郑文豪仍
坚持站在菜市场一个十字路口，不
错过向任何一个路人推销的机会。
这时73岁的退休教师刘女士停下
脚步买了郑文豪一份报纸，并称赞
他：“小小年纪就出来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很了不起。”听到刘女士的
称赞，郑文豪忙微笑着道谢。刘女
士还现场向郑文豪支招，“见到年
轻人就叫哥哥、姐姐，人家听着舒
服，自然就买你的报纸了。”

在菜市场转了将近3个小时
后，郑文豪终于卖完了所有报纸。
郑文豪说：“我觉得，不管别人买
不买，都应该对别人笑一笑，别人
看到笑脸总会心情好的，说不定
就会买你的报纸了。”

小报童赵铭皓：执着“小太阳”感动妈妈

第二期小报童里，有一位
“微笑弟”赵铭皓，他的脸上总
是挂着天真烂漫的笑容，像小
太阳一样，给人以温暖的感
觉，一头自来卷又让他多了几
分顽皮。昨天因为有事耽误了
卖报纸，中午12点多，赵铭皓
跑到张店义乌小商品城，决定
加班加点卖报，直到一点多，
报纸才顺利卖完。赵铭皓的妈
妈看到孩子的执着，非常感

动。
29日，赵铭皓的主战场是

市委三宿舍的早市，他先是去
了里面的农贸市场。一位来逛
早市的叔叔看到赵铭皓卖报，
被“小太阳”的笑容吸引住了，
停下了脚步和他聊起了天，问
他报纸多少钱，卖报纸多久了
等问题。当赵铭皓问叔叔买不
买报纸，这位叔叔面露难色，
摊手说：“没有零钱啊小朋友，

等会我买点东西，再来买你的
报纸。”赵铭皓就一直等在一
家油条店前，他见店铺前排起
长队，等待中，又向人群推销
出一份报纸。“小太阳”终于等
到了找零钱归来的叔叔，他递
给赵铭皓零钱，赵铭皓说了声
谢谢，又回报标志性的笑容。
赵铭皓妈妈说：“孩子平时就
挺爱笑的，虽然卖得不是很
快，但是他的执着让我感动。”

卖报上了瘾

报童“丢”了妈

第二期小报童暑期营销秀第二
天，不少小报童克服了羞涩，勇敢开
口叫卖，逐渐发现了卖报的乐趣。有
几名卖报上了瘾的小报童，甚至将
妈妈远远的甩在了身后，转过一个
街角，一溜烟不见了。

29日一早，桓台小报童许晴在
张北路沿街商铺卖报，小女孩走在
前头卖报，妈妈远远的跟在后面。半
个小时后，许晴忽然从妈妈的视线
中消失。

许晴妈妈挨个商铺的问，找了
大半条街后忽然发现，原来女儿已
经卖完了手中的10来份报纸，正站
在一个巷子口等着她，“妈妈，我在
这里，我的报纸卖完啦！”许晴冲着
妈妈挥手高声喊。

而在张店八大局菜市场卖报的
郑文豪，扔下一句“妈妈，你在这等
我”后，也将妈妈远远甩在了身后。

刚开始郑文豪妈妈还能捕捉到
他的身影，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找
不到了。郑文豪妈妈在原地等了大
约20分钟，“估摸着他10份报纸应该
卖完了，怎么还没回来取，心里就开
始着急。”郑文豪妈妈说，一着急就
忘了跟儿子的约定，跑进早市熙攘
的人群中寻找郑文豪。

郑文豪妈妈把整个菜市场从头
到尾找了一遍，也没有看到儿子的
身影，于是又回到跟儿子约定的地
方，发现郑文豪就站在那儿等着。

“你跑哪去了，我回来领报纸都找不
着你，这几分钟我能卖出好几份报
纸呢。”听到儿子有些埋怨的话语，
郑文豪妈妈有些哭笑不得，“还埋怨
我耽误他卖报纸了，真是卖报上瘾
了。”

本报见习记者 唐菁

两天卖报经历让郑文豪学会了面对拒绝依然微笑。 本报见习记者 唐菁 摄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张童)
29日7时，小报童们陆续赶到桓台

领报点，市公交公司桓台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纷纷向小报童们伸出援
手，有的帮忙插报，有的支招卖报，
还给予了小报童们很多鼓励。

见小报童们顶着太阳插报，站
务人员拿出钱买了一份报纸，笑呵
呵地说：“多给孩子们一些鼓励！”
郑凤英还主动帮插报不太熟练的
小报童王旭插起了报纸。“这些孩
子小小年纪出来锻炼，挺好的。我
们得多支持帮助他们。”郑凤英说。

等待发车的司机崔娟也支招
说，想要卖报快，可以选择跟一趟
公交车。“车上人多不说，流动性还
大，坐个跨区的公交车，销量肯定
好。”一位司机师傅说。在一旁插报
的小报童们也跃跃欲试的样子，希
望明天能有机会跟一班公交车，完
成卖报任务。

市公交公司桓台分公司驾驶
员郑凤英帮小报童插报。

本报记者 张童 摄

公交员工帮插报

“多给孩子们

一些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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