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张蓉  美编：兰莹莹  校对：张琼
特   稿

2023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二

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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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黄沙漫天、卷“沙”重来，

这个春天，多地频繁受到沙尘

天气困扰。今年以来，我国已

出现 8 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

出现时间早，过程次数为近 10

年同期最多。

据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

室主任张碧辉介绍，目前正在

持续的沙尘天气过程为今年

以来第二强。截至 4 月 13 日，

本次过程影响覆盖 20 余个省

（区、市），影响面积达到 460

万平方公里；内蒙古、山西、河

北、北京等地出现沙尘暴，内

蒙古局地出现强沙尘暴。

“今年第一次沙尘天气过

程发生在 1 月 12 日，首发时

间较常年偏早 32 天。”张碧辉

说，从次数看，截至目前已出

现8次，较常年同期偏多2次，

为近 10 年来最多。

沙尘天气发生频繁，“源源

不断”的沙尘到底从何而来？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大

气成分与环境气象研究所研

究员周春红表示，全球大气

是连续的整体，起源于撒哈

拉沙漠的沙尘暴会影响欧

洲，也会通过大西洋影响北

美，而东北亚的沙尘暴会影

响蒙古国、中国，向下游走会

影响韩国和日本，也会往太

平洋传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桂海林分析指出，近期沙尘天

气过程起源于蒙古国与我国

内蒙古中西部，蒙古国南部的

沙尘在途经我国北方干旱半

干旱地区时，沿途沙尘得到补

充，强度进一步增强。

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今春

内蒙古积雪主要覆盖在其东

北部，3 月以来内蒙古积雪

覆盖面积约为 23.9 万平方公

里，与 2022 年同期的 66.5 万

平方公里相比明显偏小。同

时，大部分区域的积雪覆盖日

数与过去 20 年同期平均值相

比也显著偏小。

“从积雪前期覆盖状况来

说，不利于抑制沙尘源地起

沙。”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遥感

应用服务中心首席王新说。

同时，蒙古国南部的戈

壁沙漠也是影响我国的重要

沙源地。2022 年植被生长季

蒙古国降水较近 20 年同期偏

少，沙源地植被覆盖较差。今

春前期气温回暖导致冻土层

沙土快速融化，在一定大风条

件下，造成沙源地的沙尘多次

输送至我国。

监测显示，4 月 9 日开

始的沙尘天气过程载沙量相

对较大，偏西风较强，影响我

国的时间相对更长。随着冷空

气东移南下，长江以北大部地

区均出现扬沙或浮尘天气，湖

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北

部，甚至福建北部均受

到沙尘明显影响。

按照以往的情况，沙尘南

下入海后便一去不复返，但自

11 日夜间开始，它杀了个“回

马枪”，北方多地遭遇沙尘二

度影响。

此次沙尘天气为何回流？

专家表示，冷空气东移南

下后，沙尘随气流一路直抵西

北太平洋。但冷空气入海后，

我国中东部地区开始受到高

压后部偏东风影响，导致输送

到西北太平洋上空的沙尘与

中东部还未沉降的沙尘，在偏

东风作用下又一路北上，再次

传输到我国境内。此前沙尘回

流多发生在东北地区，此次发

生位置相较于以往偏南。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本周

末京津冀、东北地区沙尘天

气将减弱缓解，但西北地区等

地仍将维持黄沙漫天的状态。

此外，4 月 20 日前，北方地

区没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沙

尘将频繁出没。

不少公众有疑问：沙尘

天气给大家带来诸多困扰，为

什么不能将其“根治”？

张碧辉表示，沙尘天气是

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自然现象，

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客

观上会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其对酸雨的中和、海洋的物

质能量补充等都有一定作用。

剧烈的沙尘天气通常对

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

响，防沙治沙一直

都是我们面临

的重要任务。

周 春 红 表

示，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的沙

尘源区分布在发生变化。通

过植树造林等措施，沙区环

境得到很大改善。比如曾是

重要沙源地的新疆古尔班通

古特沙漠，如今很少发生沙

尘暴 ；但对于永久性沙漠塔

克拉玛干来说，植被很难生

存，沙尘暴仍时常出没。

实践证明，人类可以通过

“管理”沙漠、造林种草来减少

沙尘暴影响。

我国提出到 2030 年，规

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1.86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面积 0.9 亿亩。内蒙古东部

及京津冀山地丘

陵、库布其沙

漠及毛乌素

沙地、河西走

廊及阿拉善高原、古尔班通古

特沙漠及绿洲区、塔克拉玛干

沙漠及绿洲区、柴达木盆地沙

漠及共和盆地、西藏“两江四

河”河谷等 7 个区域为全国防

沙治沙重点建设区域。

专家表示，荒漠化防治不

是一蹴而就，未来仍需要加强

植被修复，减轻沙尘天气发生

的频率和沙尘暴危害，同时应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治理沙尘

暴这一全球性问题。

“蒙古国‘种植十亿棵树’

计划启动后，我国积极支持并

同蒙古国开展防治荒漠化项

目合作，能更好帮助境外沙尘

源地的植被恢复，减轻沙尘暴

的危害。”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吴波说。

（据新华社）

变味的“博主探店”

 给钱就夸上天
 不给钱就抹黑

——今春沙尘天气频发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