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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赞不绝口
消费者直呼“上当踩雷”

“只愿意带好朋友来吃的十家店”“N

刷不会吃腻的餐厅”……浮夸的文字描

述、浓郁诱人的相机滤镜，记者在社交平

台上看到，许多美食探店的笔记吸引了成

千上万的收藏点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些推文的评论区有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

踩雷”“又贵又难吃”。

“达人”的赞不绝口、顾客的负面反

馈，同一家店线上线下的口碑逆转，暴露

出美食探店背后的诸多乱象。

网友“菜菜酱”分享了她在一家餐厅

偶遇职业“探店达人”的场景：酒和菜摆满

一桌，“达人”变换各种机位一顿狂拍，拍

完食物还要带人出镜，一会儿伸手夹菜，

一会儿举杯饮酒，“各种姿势来了个遍，唯

独没有看见他们坐下来好好品尝”。

一口未尝，却能发出一篇洋洋洒洒的

推荐文章，这让美食探店的真实性备受质

疑。一位西餐厅店主周娜告诉记者，有一

次她邀请了几位博主到店，提供了几百块

的餐食，回头一看，探店文案几乎都是乱

写的，有的文案提到的菜品他们店里根本

没有供应。

此外，由于从业门槛低、行业规范缺

失，“达人”群体良莠不齐。2023年，北京

丰台一家餐厅邀请博主探店，结果博主在

短视频评论区对不少给了差评的消费者

爆粗口，最终被平台封了数日账号。

遭遇霸王餐
探店变“探钱”

不少“达人”只管钱给得多不多，根本

不在乎代言的菜品是不是好吃、是不是货

真价实，有的甚至有钱就捧、没钱就黑，游

走于违法的边缘。

有不少商家曾遭遇“达人”吃霸王

餐。经营一家小酒馆的小韩表示，经常遇

到一些在点评打分类平台等级较高的用

户，吃完饭后展示其平台等级希望免单，

有的甚至还要求店家附赠一瓶酒当伴手

礼。“曾经我们也拒绝过，但事后立刻收到

一个差评，因为高等级用户评论权重较

高，一下子将我们酒馆的评分从4.8拉到

4.6，实在是又委屈又无奈。”

自媒体从业者静静称，职业“探店达

人”主要有两种获益方式：一种是有偿推

广，店家支付费用，“达人”按照店家要求

探店拍摄并发布图文视频；另一种是资源

置换，商家免费请“达人”就餐，“达人”发

布用餐体验。“头部博主的探店收费能达

到数万元，素人博主的一条笔记有时候也

能赚个50到100元。”静静说。

显然，有偿探店更像是一种商业营销

合作，而非单纯的美食分享。根据国家出

台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在通过知识

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

品或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

时，发布者必须显著标明“广告”字样。然

而，互联网平台上大量的探店笔记、探店

视频，并未加以标注，这让不少消费者误

将博主收费的广告当作真情实感的推荐，

线下打卡遭遇“踩雷”。

有律师指出，某些博主所谓的探店已

经变成了“探钱”。不客观的描述、回避缺

陷的推荐，很有可能会侵害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被认定为虚假的宣传行为。有部分

博主以探店宣传为由头、以差评为要挟，

强制店家免单、支付费用或赠送相关礼品

的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可能构成

对商家的敲诈勒索，一旦被认定，轻则会

受到治安处罚，重则可能要负刑事责任。

探店行为需监管规范
让美食回归本味

一道菜好不好吃、一家店值不值得信

赖，最终都要靠消费者的选择，凭实力活下

来。探店流量可能会加速口碑传播、带来

销售机遇，但如果总是玩弄虚假流量的话，

就会带来信任崩塌、“达人”和店家的双输。

某短视频平台生活服务发布的数据

报告显示，2023年，有228.7万人靠探店

获得收入。今年7月，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职业信息中，

“生活服务体验员”这一新工种被归到“互

联网营销师”名下。

“探店达人”能得到认可成为一门新

职业，无疑有利于从业者的自我认同感提

升。但这个职业能否持续存在，显然真实

性是关键。“探店达人”不应只专注于拍摄

和宣传，更应对食物倍加尊重和珍惜，并

基于真实感受去分享体验。同时，也要守

住兴趣分享与商业广告的边界，合法合规

地开展业务。

探店行为同样需要监管规范。应引

入信用监管体系，对违规发布虚假探店信

息的互联网平台、“达人”及商家，进行积

分扣除，并运用信用积分公示等方式对各

方进行约束，对屡教不改者，必须给予处

罚。 （据新华社电半月谈记者王默玲）

看似简单的“烟卡”游戏
或诱导未成年人模仿吸烟

“把香烟包装盒盖撕下来，简单折叠，

‘烟卡’就制成了。”北京西城区一所小学

的五年级学生小阳告诉记者，玩游戏时，

谁的掌风使“烟卡”翻面，谁就可以拿走对

应的烟卡。也可以将“烟卡”叠在一起，通

过拍打或用嘴吹等方式进行游戏。

“烟卡”由卷烟盒顶盖或印刷的厚纸

张折叠而成，“烟卡”游戏可以多人参与。

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隐藏着诸多不容忽

视的危害。

“接触认识众多卷烟品牌后，未成年

人未来吸烟的可能性更高。”中国疾控中

心控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以世界卫

生组织有关烟草广告促销的定义来看，

“烟卡”具有烟草广告的许多元素。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益认

为，小学生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龄阶

段，可能会认为吸烟很“酷”，并不会认知

吸烟有害健康，从而有可能尝试模仿吸

烟。“烟卡”恰好提供一种接触烟草途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戒

烟门诊负责人梁立荣表示，青少年正处在

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其骨骼发育、神经

系统、呼吸系统及生殖系统均有影响。

“随大流”跟着玩
“烟卡”攀比满足虚荣

“烟卡”的玩法并无特别之处，青少年

为何如此痴迷？

部分小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身边

有同学玩“烟卡”，自己也“随大流”跟着

玩，否则可能会被视为不入流、不时髦。

“‘烟卡’不仅具有社交属性，还具有

流通属性，有‘真假贵贱’之分。”中国控制

吸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兼秘书长、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公益

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表示，为了区别

真假“烟卡”，有“经验”的小学生会看“烟

卡”上面有没有胶水，并仔细闻味道，有明

显烟味的才是真“烟卡”。

此外，不同品牌和类型的“烟卡”根据

卷烟价格分为不同等级，拥有“烟卡”多且

“价格”高的参与者可以优先进行游戏。

不少专家表示，拥有独特或稀有“烟

卡”会满足孩子的虚荣心，“烟卡”游戏已

经脱离了原本单纯的卡牌类游戏，衍生出

等级、收集、交易等经济属性，导致不少青

少年沉迷其中、炫耀攀比，对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家校社协同形成合力
帮助青少年远离“烟卡”诱惑

青少年控烟离不开全社会对烟草危

害的共识。要帮助青少年远离“烟卡”诱

惑，需要从个人意识、家庭教育、学校管理

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全面干预，形成合力。

专家建议，青少年及其家长要主动了

解“烟卡”危害，培养健康、多元兴趣爱好，

以转移青少年对“烟卡”的关注，增强个人

自控力，拒绝收集和使用“烟卡”。

“如果儿童的照护者吸烟，儿童尝试

吸烟的可能性会增加。”北京大学儿童青

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马迎华说，家长应以

身作则，不在孩子面前吸烟，更不要将“烟

卡”或废弃烟盒随意放置家中。

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

防控部主任肖丹建议，学校开展与吸烟危

害相关的科普教育，加强对“烟卡”市场监

管，防止“烟卡”产品向未成年人扩散。

专家表示，社会各界要持续关注青少

年控烟问题，从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禁

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严格监管互联网

平台隐性烟草营销，到建设无烟学校、无

烟家庭等多方面发力，为青少年营造远离

烟草的综合环境。（据新华社北京10月
22日电记者李恒、董瑞丰）

“达人”探店

是“群英荟萃”还是“萝卜开会”？
一碟 80 元名为“群英荟

萃”的腌萝卜、一杯 180元的
“宫廷玉液酒”……上世纪90
年代，由艺术家赵丽蓉出演的
春晚小品《如此包装》讽刺了高
档酒楼以次充好、抬高身价的
餐饮乱象。

如今，数字经济带动探店
热，一些网络“达人”走街串巷，
通过分享亲身体验为餐饮商家
代言。在一片火热中，一些探
店行为开始变味：为探店付费
的餐厅，即使又贵又难吃，依然
能收获一众“好评”；不为流量
买单的饭店，纵然实惠讲良心，
也可能被挤兑到“差评”圈层。
究竟是“群英荟萃”还是“萝卜
开会”，在流量与利益交织之
下，让人越来越看不清楚。

模仿吸烟、影响健康、炫耀攀比……

小“烟卡”背后的大隐患
近年来，一种名为“烟卡”的玩具悄然兴起，迅

速在校园内外风靡流行。什么是“烟卡”？为何备
受青少年青睐？如何引导青少年远离“烟卡”，进而
远离烟草？围绕相关话题，记者进行了采访调研。

新华社发徐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