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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差评，吃霸王餐
部分探店博主让商家很受伤

探店行业的火热发展，离不开商家对于流量和曝光
度的追求，但当虚假探店越来越泛滥，许多商家对博主们
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有的探店博主纯粹是想来蹭吃蹭喝。”芦淞区某网红
店前不久搞抖音推广活动，结果发现，每天都有一群自称

“网红”的博主前来探店，但实际上，这些人中有不少粉丝
数只有几百，探店视频剪辑混乱，很难让人有消费欲望。

“虽然不会给这些人付推广费用，但既然找上门来
了，也只能简单招待一下。”店主说。

一位餐饮店老板介绍，还有一些博主，在没有经过老
板的同意就私自降低菜品价格，导致来到门店就餐的顾
客看到实际菜品和价格名不副实，从而损害顾客对餐厅
的信任度，宣传不成反倒影响餐厅口碑。

有的博主甚至会为了利益，故意给店家恶意差评。
一个典型的例子：去年十一月，一位拥有百万粉丝的

网红两次探店肯德基炸酱面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反
馈。第一次试吃时，这位网红直言炸酱面“太贵”“没法
吃”，然而仅仅几天过后，同样的炸酱面，这位网红却一改
之前嫌弃的态度，大夸炸酱面“地道”，甚至“有妈妈的味
道”。前后反差引起了众多网友吐槽，有网友质疑，这位
博主是因为利益才更改了说辞。

前不久，天元区湘江风光带旁某料理店也曾遇到过
探店博主的恶意差评。“因为一块钱打包费用引发矛盾，
就给我们打上了不推荐的标签。”店主介绍。

“为了赚钱，一批又一批博主涌入，加上没有规则和
规范去引导，餐饮商家就成了最倒霉的承受者，哑巴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一位餐饮负责人说。

“食材新鲜，味道超赞，一份两人套
餐只要 69.9 元。”5 月 16 日上午，天元区
长江南路某餐饮店中，胡女士正在一边
品尝美食，一边对着镜头激情洋溢地讲
解着。作为一位拥有近万名粉丝的抖音
探店博主，这是她每天的创作日常。

“喜欢美食，最开始拍摄探店视频只
是为了好玩。”胡女士介绍，逐渐积累一
批粉丝后，开始有商家找上门来谈商务
合作，自己才意识到，“原来探店也可以
赚钱。”

做探店博主几乎没有门槛，一部手
机、一个抖音账号和小红书账号，就是胡
女士的全部“家当”。拍摄，剪视频，添字
幕，全部自己搞定。每天可以探两三家
小店，考虑精力有限，她放弃了精美的剪
辑特效，将重点放在记录菜品的真实性
上。“最重要的是通过分享，给人一种沉
浸式的体验感。”

平台与商家对于探店博主的需求，
是这一行业成为风口的重要原因。“抖
音、小红书、大众点评等多家平台都相继
推出了同城频道、本地生活业务，并邀请
大量商家入驻。”资深餐饮从业者李强介

绍，在手机不离手的时代，通过探店博主
们的分享，已经成为一些餐饮店招揽生
意的重要途径：要想生意好，先得有流
量。

“疫情之下，对于新开业或以年轻消
费群体为主打客源的网红店来说，通过
探店博主可以有效提升店子的品牌形象
和营业额。”希尔顿某网红店营销负责人
说。

做探店博主究竟有多赚钱？“我的每
条探店视频 500 元左右，通过视频分享
的链接每卖出一份团购套餐还能获得抽
成。”胡女士介绍，根据粉丝数量不同，不
同探店博主们的报价也不一样，在一线
城市，单条能达到上万元，在株洲，少数
博主单条报价能达到三四千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胡女士每月探店
收入在两三万元左右。

低成本、低门槛、高回报的诱惑，正
在让无数年轻人投身于探店博主这个行
业。记者在抖音平台，以株洲为关键词
搜索，各类美食探店博主总数超过百位，
相关视频播放量高达1.8亿次。

虚假宣传、恶意差评、吃霸王餐……

探店博主那些套路，你中过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蒿

网络上的探店视频，你刷到过吗？你是否也
曾被他们“种草”过？

在自媒体火热的当下，网红“种草”已成为商家获
客引流的重要方式。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恐怕也没有
什么比探店视频里那些诱人的美食更有吸引力的了。

巨大的市场潜力，给探店博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但记者近日走访了解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探店博主这条赛道，相关争议也随之出
现。

▶网红“种草”已成为商家获客引流的重要
方式。 网络供图

株洲抖音探店博主超过百位
月收入两三万元“很正常”

从兴趣探店到商业推广
虚假宣传导致消费者频繁“踩雷”

风生水起的探店行业席卷了各大社
交平台，然而火热的背后，却是行业的不
加约束，野蛮生长。

“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平时不会关注
的特色美食与服务。”刷短视频、观看博
主推荐，一直是“吃货”小珊的美食“风向
标”，也让她有过很多次美好的消费体
验，但最近的一次“踩雷”事件，却让她对
博主们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前不久，小珊在抖音看到一位本地
美食博主发布的一家火锅店的探店视
频，菜品丰盛、肉质鲜嫩，令人垂涎欲滴，
而且两人份套餐只需一百多元即可“吃
到撑”。博主大快朵颐，一副陶醉其中的
神情瞬间勾起她的食欲。她立即约朋友
一同品尝，但到店后却大失所望。

“套餐分量也比正常的少，口感更是
不敢恭维。”小珊大呼上当。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多位消费者
反映，随着越来越多的探店博主从兴趣
爱好转向商业推广，推荐可信度也随之

降低。
“又被探店博主骗了”、“强烈怀疑探

店博主是托儿”……记者在抖音、小红
书、微博等平台看到，在不少探店推介的
评论区，有消费者表达出自己的质疑。

“小到街边的咖啡、奶茶店，大到老
字号餐厅、高级餐厅都有过刷好评、请博
主推荐的经历，更不用说一些美容院、健
身房、SPA店了，只要在平台中排名靠前
的，都有可能刷过，其中肯定不乏无良商
家。”一位网红店营销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

内容方面，不同探店博主也在日益
趋同，逐渐丧失特色。记者注意到，很多
博主的探店视频从字体颜色、背景音乐
到拍摄手法、文案内容几乎一模一样，有
网友甚至调侃“不能说相似，简直是一模
一样”。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商业化固然重
要，但没了真实有趣的内容，商家与探店
博主会被抛弃得更快。

网红探店，守真才能致远

探店的本质，是发现身边高品质的“吃住游购
娱”服务，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为广大消费者提供
参考，原本可以实现博主、商家、消费者的“三赢”。
然而受利益裹挟，某些博主的行为已经偏离了探店
的本质，扰乱了正常的行业生态。

对待乱象，一方面，平台应有所作为，对虚假宣
传、流量造假、内容抄袭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另一方面，广大博主也要加强自律，在选品上
实事求是。须知，弄虚作假只会将路越走越窄，只
有做出特色创出新意，不断地输出精品才能保持旺
盛的生命力。

总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探店，说到底也是在探
诚信、探品质、测服务。消费者和市场需要的是诚信的
探店测评和推荐，而不是利欲熏心的假象和谎言。否
则，换来的只会是店家、博主、消费者的“三输”。

回归真实、保持初心，这不仅是探店博主理应
坚守的底线，也是行业不断壮大的根基。

记者手记

网事版欢迎广大株洲网友提供素材，
一经采用，发放稿酬，所发内容请遵守国
家相关法律和公序良俗。大家可扫二维
码加入微信群。

网事版素材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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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把兴趣当职业，那一定
每天工作起来都干劲十足。90后
的付婷就是如此。当过记者，干过
电影发行，也做过私企的 HR，
2014年左右，“入坑”了多肉植物
后，她干脆辞掉了工作，在乡下租
了片土地，建起了土图多肉基地。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付婷，对土
地有一份天然的亲近感。付婷说：

“我从小在林间野地里玩耍成长，
一直和植物打交道，到了株洲之
后，离这些绿色生态渐渐远了，后
来加入了多肉爱好者的圈子，忍不
住就想了解它们的习性。”

在三门镇建了多肉基地后，
付婷不仅结识了不少多肉爱好
者，也发现有很多人艳羡农村生
活，提出想体验田园生活。就这
样，付婷升级了她的多肉基地的

“新玩法”，又组下了 1 万平方米
地，租期 20 年，打算建一个农
场。钱不够，付婷和丈夫化身为
设计师，画图、木工、瓦工、水泥工
……农场的建设，由付婷和丈夫
两人，一点点慢慢推进。

作为前媒体人，付婷懂得视
频拍摄和剪辑，又受到李子柒田
园生活的短视频火到国外的启
发，付婷把两人打造农场的视频
拍了下来，注册了个“土图多肉园
艺”的抖音号，记录她建设农场、
培育多肉的点滴。小农场建设专
辑视频总播放量达到了 35 万。
园艺、庭院植物的分享及花园打
造和维护的专题，根据时节不定
时更新，总播放量达到了8.6万。

付婷说，通过短视频，结识了

很多爱好花花草草和田园生活的
网友，这也给自己的多肉园艺带
来了人气和客流，“现在大家更注
重社交需求，通过短视频和直播
的方式，能让更多人更直观地看
到我的农场的建设和多肉园艺的
打理，大家的参与感更强，和我经
营的农场黏性自然也会更强。”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农
业也能出圈。

付婷：抓住短视频风口 农业也会出圈
策划/李曙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旷昆红

◀ 打 开
抖音扫码观
看视频。

点赞

最近，网上有两件事引
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在
经开区，来自长沙的一名潜
水爱好者被困矿洞溺亡；在
石峰区，暴雨中一交警驾着
警车“霸气”拦住两个车道护
送孩子过马路。

“潜水爱好者溺亡”事件
引发广大网友一片惋惜之
声，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不理
解。近年来，越来越多“发烧
友”喜欢一些高风险的极限
运动，伴随的意外也时有报
道。生命诚可贵，极限运动
虽刺激，但安全永远是第一
位的，不可“超范围”“超能
力”去冒险。爱自己，是一种
责任，也是对生命最好的感
恩，正如许多网友感慨的那
样，“珍惜生命，不做冒险运
动。”

短短几日，“交警护送孩

子过马路”的事情在全国各大
媒体抖音号上热传，引发广大
网友点赞，但同时也有一些网
友对视频中公交车未礼让的
行为表示谴责，“现在的公交车
司机应该好好培训！”。每个路
口都是彰显一座城市居民素
质、文明程度的窗口。懂得关
爱他人，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
要体现。创文永远在路上，这
件事让我们感受到“株洲温度”
的同时，也认识到株洲仍有许
多不文明现象亟需下功夫整
治。

5月，是一个充满爱的季
节——劳动节、青年节、护士
节、母亲节、“520”……都诠
释着爱的力量。总而言之，
让我们一起付诸行动，在“爱
自己、爱他人”中不断提升个
人综合素养，为文明城市添
砖加瓦。

爱自己 爱他人
肖星平

5月16日，湖南工业大学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八十周年，
在音乐学院举办舞蹈专业专场表演。图为双人舞《沙湾往事》
表演。 网友／鸥洋 摄

朋友圈

美图

热搜

近日，湖南株洲，周女士花
15 万在村里收养了 16 只流浪
狗，遭到邻居和父亲的反对，令
周女士很烦恼。周女士父亲称
反对女儿养狗是因他得了病，但
女儿一心放到狗身上，全然不顾
他的病情。对此，周女士表示养
的狗狗很重要，自己和父亲的关
系从小就不好，家里重男轻女。
之后，在父女都表达自己的观点
后，二人和解，周女士也希望自
己的狗可以被更多人关心。

对此，网友议论纷纷。许多
网友站在了周女士一边，“不管
生病父亲，是因为原生家庭从小
就重男轻女，和养狗没关系。”也
有不少网友挺周女士的父亲，

“不仅这女的是老人养大的，连
她的女儿都是老人养大的，她连
自己的女儿都不养而去养狗，你
觉得她不养父亲真的是因为她
口中的重男轻女么？”此外，还有
一些网友保持中立，“别人家事，
不好评论。养流浪狗是个人自
由，不要影响别人就行。”

女子一年花15万养16只流浪狗
父亲：女儿养狗不养爹

◀扫二
维码观看视
频。

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