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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小表弟来助阵

11岁女孩一小时卖完报纸

由沿街叫卖改为蹲点销售

长跑健将卖报也是好手
大一新生营销秀首日说体会———

“只要坚持就会成功”

┬记者 高建璋

本报济宁 7月 27日讯
27日上午，本报主办的“九龙
家电”杯营销秀正式启动。刚
接到本报首日赠送的 3 0份
《齐鲁晚报》，11岁的田静宜
便做成了一单生意，并成为

本次营销秀正式启动后卖出
的首份报纸。
“阿姨，您买份今天的

《齐鲁晚报》吗？”在刚8岁的
小表弟曹家贝的陪同下，田
静宜很快进入了角色，并在
10分钟内卖出了5份报纸。看
到其他选手赶上自己的节奏

后，田静宜迅速将阵地转移
到人民公园内。

田静宜和表弟在公园内
爬上爬下，取得了丰硕成果，
很快30份报纸就剩下了10份。
记者在旁边观察发现，田静宜
和表弟见到老年人时都积极
进行推介，但是见到年轻人

时，两人都停住了脚步。小静
宜告诉记者，这是她首次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看到老年人时
便感觉比较亲切，而看到年轻
人内心却有点胆怯。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
里，田静宜和表弟不但没有
任何斩获，小表弟开始嚷着

跑累了，但是这都没有影响
到田静宜的卖报热情，两人迅
速将卖报地点选择到了浣笔
泉路商业街上，每一个门面都
不放过。在两人的积极努力
下，10份报纸很快销售一空。

田静宜告诉记者，今天
最大的收获就是累，但是也

懂了不少道理。“挣钱太不容
易了，我今天才跑了一个小
时，就感觉非常累了，而爸爸
妈妈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
间，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辛
苦！所以我今后一定要用好
自己的零用钱，不该花的钱
一定不能浪费。”

┬记者 马辉

本报济宁 7月 27日讯 “阿
姨，买份《齐鲁晚报》吧。”27日上
午9点30分，王雪晴开始了她的营
销之旅。“我家里订《齐鲁晚报》
了，对不起。”在太白楼路上，一位
路过的市民婉言拒绝了王雪晴的
热情推销。功夫不负有心人，辗转
了几处营销地点后，王雪晴手中
的30份报纸在一个多小时后还剩
下一份。

王雪晴是来自运河实验中学
的一名初三学生，平时酷爱体育
运动，曾在济宁市中区中学生运
动会上获得过长跑第三名的好名
次。活泼开朗的她对于这次挑战
充满信心，同时也对遭受挫折做

好了准备。“我有的是体力，多跑
几处地方，多向几个人推销，30份
报纸总能卖完的。”王雪晴对售完
这些报纸充满信心。
“公交站牌前人流量大，流动性

也强，我就在这附近卖，一定能卖出
不少。”王雪晴改变了她一路沿街叫
卖的策略，而改为蹲点销售，来一位
市民，她便上前询问，市民纷纷购
买，王雪晴手中的报纸一点点地在
减少，1个多小时以后，王雪晴手中
的报纸仅剩下了一份。“这一份我不
卖了，回家留给我爸爸看。明天我还
要继续挑战自己，争取卖得更快，卖
得更多。”

右图：王雪晴卖出第一份报
纸后非常欣喜。 本报记者 张
晓科 摄

┬本报记者 高建璋

┬见习记者 郝慧慧

“阿姨，您买报纸吗？这
是今天的《齐鲁晚报》，五毛
钱一份。”来自山东大学的大
一学生邵涵正在努力推销手
中的报纸。在接到本报赠送
的30份报纸后，邵涵迅速行
动，一个小时便将报纸全部
卖出。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不要了，家里订这个报纸
了。”“不好意思，今天没
带零钱。”面对一次次拒
绝，邵涵并没有气馁，不放
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很
快，邵涵的第一份报纸就在

银座门口卖出去了。有了好
的开头，邵涵前进的脚步更
有劲了。

终于手里还剩下最后一
份报纸，但这份报纸似乎很
不舍得离开邵涵，转了一大
圈也没卖出去。“要不然把这
份报纸卖给我妈妈吧，反正
她每天都要买报。”尽管嘴上
这样说，邵涵并没有停下来，
仍在努力推销这份报纸。“大
爷，今天的《齐鲁晚报》，看一
下吧。”“好的，多少钱？”最后
一份报纸终于找到了它的主
人。

邵涵说，首日营销秀活
动，她最大的感受是：只要坚
持，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