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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错过的宝藏店铺”“味道绝绝子”“美食界天
花板”……近年来，一些网络社交平台兴起博主探店模
式，博主将自己在餐馆、旅馆、景点的消费体验在网上
发布，有的博主将消费过程现场直播，吸引其他人前往
消费。但与此同时，虚假推荐、数据造假、恶意差评等
乱象，令消费者和商家叫苦不迭。

博主探店日趋火爆

“粉糯香滑，无敌挂汁”“超好吃，值得一试”……打
开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不少探店博主在卖力推介
各种美食、景点。

“网红”博主探店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全职或兼职
做探店博主，已成不少年轻人的职业选择。《2022 抖音
生活服务探店数据报告》显示，2022年抖音生活服务创
作者人数超 1235 万人，累计发布探店视频超过 11 亿
个，合作订单量同比增长965%。

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频因被误导而“踩坑”。
广西南宁消费者黄凯说，曾在某平台上看到多名博主
推荐某餐馆，并推出“99元团购 5人餐”链接，看起来美
味又丰盛。到店品尝后发现，套餐中菜品分量远不及
视频中展示的样子，味道也相当一般。为了吃饱，他无
奈额外又花了100多元。

过热的探店也引起部分商家不满。南宁一家餐饮
店经营者孙朋提起探店就直摇头。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前来探店并声称要合作的博主越来越多，最多的时
候一个月来了近 20拨人。“起初还能招待餐食，但数量
太多我们也承受不起，后来就都婉拒了。”孙朋说。

南宁知名美食博主“九哥”说，探店的本质是为商
家做广告宣传，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直观的信息参考服
务，原本可以实现博主、商家、消费者的“三赢”。但一
些博主法律素养、责任意识缺乏，收了钱就罔顾事实夸
大其词、虚假宣传，坑骗消费者。

刷流量、勒索钱财现象多发

一些餐饮店负责人表示，有的博主进来探店寻求
合作时，声称自己粉丝众多，能帮助店里引流；但合作
后，尽管观看数据不错，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引流效
果，消费人次和收入并无明显增加。

“九哥”介绍，现在一些平台博主买粉丝、刷数据等
现象多发。作品发布后，如实际浏览量不好看，有的博
主便会找第三方公司来刷数据，通过庞大的好评数据
营造出流量巨大的假象。

更有甚者，有的博主会抓住评价机制的漏洞误导
消费者，故意给商家制造负面舆情，或者以差评为筹码
勒索钱财。

孙朋说，有一次他拒绝了一名博主探店免费吃喝
的要求，该博主就在网上对餐馆发布各种恶评，如服务
差、难吃、食材处理不干净等等。“好不容易积攒的口
碑，差点毁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花钱“消灾”。

“我们根本不敢得罪这种人。”广西北海一家民宿
经营者李开凯说，由于走正式的维权手续比较复杂，商
家往往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某种程度上也助长

了不良风气。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介绍，探

店乱象暴露出一些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监管不到位，
对违规博主后续处置力度不够。2022 年，美食博主金
某某因烹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网上引起广泛争
议。事件发酵后，该博主被警方带走调查。不久前，该
博主在消失数月后更换“马甲”，再次以美食探店博主
的身份回归。

据了解，目前，有的平台发布了《餐饮探店规范》，
对商家和网络达人探店推广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但
业内人士介绍，整体而言，目前行业仍处于约束少、难
规范的状态。

重塑市场信任 规范行业发展

“博主探店乱象会损害消费者、经营者的权益，破
坏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对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公信力
和长远发展也将带来损害。”姚华说。

业内人士表示，应规范探店行为，严厉打击扰乱平
台环境、破坏平台生态、违反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的各
类行为，竭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杨志和表示，相
关平台应强化主体责任，对探店行为设定相应规范，明
确商家和网络博主在探店合作中应遵守的规矩和权

责；对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打击，打造更健康
的行业生态，赋能平台经济。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文认为，对一
些博主恶意差评、数据造假等行为，监管部门应进一步
规范整顿；对问题性质严重、多次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
的探店博主应当封禁账号，纳入“黑名单”，不允许以更
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卷土重来”。

3月10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全国网信系统视频
会议，部署开展“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
动。会议强调，要探索运用经济手段强化“自媒体”监
管，对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骗取网民捐赠、用户打
赏，获取流量变现、广告分成等经济收益的“自媒体”，
要堵住其“问题流量”和牟利途径。姚华建议，相关监
管部门可将规范探店行为纳入专项行动中，打击流量
造假、网络“水军”，避免监管空白。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唐楚尧表示，
探店对促进线下消费有一定积极作用，博主应本着对
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强化自我约束，分享客观真实的探
店体验，避免虚假宣传。经营者一方面要重视线上推
介，另一方面要踏踏实实做好服务提升消费者体验，以
高质量赢得好口碑。消费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推广信
息，要擦亮双眼，不轻信网络推介，权益受损时及时向
平台举报。 （记者覃星星、农冠斌）

变味的“博主探店”：

给钱就夸上天 不给钱就抹黑

不一样的体验。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新华社电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公安局 12日发布
消息，办案民警侦破一起公安部督办的毒品案件，摧毁一个特
大跨省贩毒网络，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80名。

2022年初，宁城县公安局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当地一
居民长期吸食毒品。民警循线调查发现，其毒品来自辽宁的
吕某、杜某。经研判，吕某、杜某均为贩毒链条末端人员，其背
后存在一个贩毒网络。

办案民警辗转内蒙古、辽宁，梳理所掌握的涉毒犯罪嫌疑
人情况，摸排出辽宁营口的大宗贩毒组织者刘某。但民警深
挖发现，其背后还有一个隐藏在湖北的上线贩毒团伙。

经数月深入侦查，民警梳理出一个多达 9 个层级的特大
跨省贩毒网络。2022年 5月至 11月，办案民警陆续组织对内
蒙古、辽宁、湖北的涉毒团伙收网，共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
人80名，缴获冰毒651.06克。

办案过程中，民警还锁定了贩毒人员刘某林、肖某胜、赵
某使用他人资金账户收取毒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证据。
经讯问，刘某林等 3 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的洗钱行为供认不
讳。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记者刘懿德、贾立君）

内蒙古摧毁一个特大跨省贩毒网络
抓获80名嫌疑人

新华社电 科学佩戴口罩是预防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重要措施。针对哪些情形或场景应
佩戴口罩、建议佩戴口罩或可不佩戴口罩，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12日印发《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 年 4
月版）》，为公众科学佩戴口罩作出权威指引。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取得重
大决定性胜利。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病毒株
还在不断变异，我国仍存在疫情反弹的风险。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控疫情传
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前五版基础上组织
制定了新版佩戴口罩指引。

根据指引，应佩戴口罩的情形或场景主要
有以下三类，包括存在疫情传播风险的情形、处
于感染风险较高的情形或场景和严防疫情输入
重点机构的情形或场景。

部分公众关心哪些情况属于严防疫情输入

重点机构的情形或场景，指引明确例如外来人
员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
中场所时应佩戴口罩。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
构及托幼机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重点机构
的医护、餐饮、保洁、保安等公共服务人员，在工
作期间应全程佩戴口罩，防范将疫情输入相关
重点机构。

指引还明确，在感染风险较低、感染风险得
到有效防范和感染风险较低且佩戴口罩可能对
工作、生活和学习造成一定影响的情形或场景，
可不佩戴口罩。例如在露天广场、公园等室外
场所，或人员进行运动时。

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指引将根据
疫情形势变化和防控需要进行修订完善。各地
各部门可根据本地和行业实际，结合疫情情况，
参照本口罩指引制定本地和本行业的口罩指
引。 （记者顾天成）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
印发新版佩戴口罩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