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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坐车时觉得无聊就寻思玩会我的菩提串，隔壁叔叔看到后掏
出了他的核桃。”上班族的通勤地铁、大学生的自习室、小学生
的课间……如今，盘串俨然已不再是遛鸟大爷的专属，而是成

为年轻人与小孩子间的一股新潮流。
随着盘串火爆，菩提根价格乱象也引发关注。市面上二三十元的菩

提根，在网上叫价300元，有不少消费者被坑。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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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几元钱的手串
叫价到300元

中小学兴起盘串热，菩提根价格乱象也引发关注

■文具店内售卖的“精品菩提流苏手链”，实际材质为塑料。

给钱就夸上天
不给钱就抹黑

“博主探店”背后乱象，让消费者和商家叫苦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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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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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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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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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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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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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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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爆 博主探店要求合作 数量太多店家婉拒

乱象 买粉丝刷数据 以差评为筹码勒索钱财

规范探店行为 避免监管空白

观点
如何看待文玩圈越来越低龄化

的现象？热衷于盘串的孩子们，还能
好好学习吗？这是不少家长的担心。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
小学生群体中，每过一段时间都会
兴起一个风潮，这个风潮只要对学
生没有直接危害，不需要过度关注。

玩手串和曾经发生过的跳皮筋、丢
沙包，没有本质的差异。

在苏倩看来，盘串总体来说并
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是否会影响
其实是主观意愿，换句话来说，就跟
用手机是否影响学习一样。它确实
会占用一只手，也会让我偶尔看上
一眼，但我也可以选择当下不盘。”

盘串和跳皮筋丢沙包 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盘串爱好者
表示，近年来菩提根的价格乱象频
出。“很多菩提根染成花里胡哨的颜
色，就能卖出很离谱的价格。”

“菩提根价格方面，不少商家要价
离谱，整个文玩市场定价浮动很大；宣
传方面，货不对板，闲鱼平台盗图严
重，加上商家拍‘仙图’引导消费行
为，新手很难辨认。对新手来说，直观
看不出好坏，很容易高价买通货。”苏
倩表示。

记者注意到，在北京潘家园古玩
市场叫价30元的“猫爪菩提”，在批

发电商上最低价格 20 元，而在另
一些电商平台和微商中间，商家加
上“仙图”后最高卖到了 300-400
元。此外，也有人在社交平台表示，
自己千元购买的菩提根串实际是被
染色的。

“菩提根原料都是灰白色的，但是
密度小，染色容易。”盘串多年的文玩
爱好者小王表示，一般的菩提根一串
只要几元钱。“三四十已经是顶配了。”

小王说，购买手串，尤其是网购难
以辨别真伪以及质量好坏，想避坑就
要提高鉴别能力。

00后的苏倩(化名)在去年国庆
期间迷上了盘手串。一个多月时间，
她就拥有了十多条菩提手串，此后又
陆续购买了颜色变化更明显的小金
刚菩提、百香和佛手等材质手串。苏
倩告诉记者，如今除了电脑打字或者
需要非常集中注意力时自己一定不
会盘，其他时候她都可能在盘串。

当人们还在研究这届年轻人为何
爱上“盘串”时，作为文玩界“新势力”
的年轻人们却很快遭逢更年轻的对
手。在各大校园，盘串正以一种更加热
烈地方式下沉，小学生、中学生已成为

文玩界最年轻的选手。
老师拖堂的时候盘一盘，下课打

发时间的时候盘一盘，写作业遇到难
题的时候盘一盘……如今，盘串俨然
已成为小学生们的集体爱好。

在社交平台上，家长们也纷纷
分享了自己孩子盘串的经历：“我
女儿说盘这个心平气和。”“孩子
说，一下课满屋子都是咔咔盘串的
声音。”

“他们的手法之娴熟，态度之澎
湃，连公园遛鸟下棋的大爷都自愧不
如。”有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风潮 一下课教室里都是咔咔盘串的声音

乱象 染成花里胡哨的颜色 就能卖出离谱的价格

■变味的“博主探店”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