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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很多游
客已经开始规划春节假期的行
程了。这几天，直播间内的“春节
旅游套餐”不少都是秒光。长达
八天的春节假期预计将掀起一
波旅游热潮。游玩的人多了，一
些消费套路再度出现。今年元旦
假期期间，有的景区酒店又冒出
来节假日“顽疾”，游客预订前要
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

直播价的旅游产
品抢没了

打开某短视频软件，搜索
“春节旅游”字样，各大旅游账号
的直播间页面瞬间铺满屏幕。点
开任何一个直播间，各类旅游线
路链接分外醒目，产品页面在视
频右下方频频闪烁，主播卖力地
介绍着产品特色，不断重复着

“不约可退”“春节热销爆品”“春
节期间可预约”等高频词。

“港澳 4天 3晚，零自费、零
小费，双人 3399元，秒杀价不要
错过，春节出行也不加价！”在一
家旅行社的直播间，网友们热情
留言，主播快速地回应着每名网
友的提问，背景播放着目的地风
土人情的视频。不到半小时，就
有 30 多位网友火速下单，3399
元秒杀价的库存货品显示“已抢
光”。“再加三个名额！”主播扭头
冲着幕后工作人员说。产品再次
上架后又“秒光”。

伴随着旅游业强势复苏，在

短视频平台上进行文旅内容创
作的旅游博主和导游多了起来，
各大旅行社也加入直播行列，借
助线上引流来“带货”。在他们看
来，不同于传统旅行社门店售卖
方式，旅游直播间面向的游客更
多，主播通过互动能直接了解游
客诉求，更容易让游客“种草”。

直播间的优惠，吸引了不
少旅游爱好者。常逛旅游直播
间的山东市民夏女士打算春节
带着家人到北京旅游，她在直
播间抢了滑雪场附近的一家酒
店，价格为 1180元，比原价便宜
了近 500元。云南纯玩团、哈尔
滨雪乡冰雪游、三亚三沙西沙精
品小团游……她收藏了多款产
品，等着有“直播价”时再下单囤
上。

玩雪看海“一冷
一热”受欢迎

“今年春节出境跟团游的团
量比去年国庆黄金周还要多不
少，游客报名更早了。”自从春节
假期安排发布后，众信旅游集团
呼叫中心工作人员接到的咨询
热线不断，官网上线的部分春节
期间出发的出境长线游产品率
先售罄。

哪些出境游产品最为抢手？
众信旅游零售事业部负责人介
绍，避寒和冰雪目的地人气最
旺。反季节旅游目的地受关注，
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肯尼亚

都成了春节游客躲避寒冷的首
选目的地。很多游客会追求沉浸
式冰雪体验，英国、爱尔兰、冰岛
等目的地和极地邮轮备受青睐。

比如，今年春节，去北极圈
邂逅极光将成为新风尚。在某旅
游平台上，“西班牙—葡萄牙 11
日—12 日游”“冰岛一地 10 日
游”“极光之旅：芬兰—冰岛 9日
—11 日游”等跟团游产品是用
户的热门选择，北欧等线路旅游
产品 20多天前已经售罄。另有
多家旅行社介绍，在中国游客出
境避寒游高峰和新西兰夏季旅
游旺季的双重加持下，新西兰春
节团期的产品已基本售罄。

不仅是出境游，国内游市场
表现也不俗。春节期间国内滑雪
主题、极地极光主题等热门线路
一“团”难求，东北部分地区的旅
游接待资源已经接近饱和。

部分热门旅游目的地春节
期间的机票酒店价格水涨船高，
价格明显高于往年。记者在多个
旅游直播间及旅游网站注意到，

春节期间出境跟团游产品价格
要比平日贵一些，例如某平台的
马尔代夫6日4晚产品平日价为
14539 元，春节期间涨至 26491
元。

有些旅游“顽疾”
又出现

随着旅游热度短时间内急
剧上升，旅游市场的一些“顽疾”
再次冒头。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假期综合征”就再度出现。
部分旅行团服务偷偷“缩水”

虚假宣传、价格不透明、不
合理低价游的套路依然存在。在

投诉平台上，部分旅行团暗中对
服务“缩水”，是消费者反映较为
集中的问题。有网友报名参加了
前往延吉的旅行团，本来商家承
诺安排市区的酒店，但实际住在
距离市区 30多公里的酒店，往
返市区要好几个小时，体验感极
差。
刚买1个多小时就不给退了

不少网友还遇到过退款难的
问题。有游客在直播间购买了云
南旅游团产品，购买当天同客服
预约了旅行时间，过了 1个多小
时，和客服沟通退款时却遭到拒
绝，后来连微信也不回复了，维权
遇到难题。有网友在抢购了旅游
产品后发现自己怀孕无法成行，
平台答复去医院开具证明后能退
款，但当这名网友提供所有材料
后平台表示该产品“不退不换”。

游玩项目与直播承诺不符
有旅行团打出超低价，并以

良好的旅行体验及高质量服务
作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借此收割
一批订单。实际发团后，星级酒
店换民宿、强加购物行程等操作
却屡禁不止。其中，很多纠纷都
涉及直播等线上方式购买的旅
游产品，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
势。有网友在某平台直播间购买
过一景区旅游卡，联系商家安排
档期时得知旅行内容与直播承
诺不符，无奈之下只好投诉至平
台，得到的回复却是平台对商家
除了沟通外没有任何限制措
施。

据《北京晚报》

直播间里的“春节游套餐”秒光

超低价春节游 当心被“套路”

近来，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
分餐厅的现象引发热议。不少消
费者表示，一些“高分店”令人失
望，而一些“低分店”反而带来了
惊喜。消费者舍高就低显示出，
网络平台信用环境有待净化、评
价体系有待完善提升。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与朋友
小聚的栾女士，选择就餐地点
前，都会在网上浏览信息，看看
网友的推荐与评价、餐厅的图片
和评分等。“有时候按照餐厅评
分去找，吃了之后觉得味道一
般，有些评分低的餐厅反而有惊
喜。”

跟栾女士一样，开始留意低
评分餐厅的消费者正在增加。近
来，“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餐
厅”“评分低的店可能更好吃”等
话题屡屡登上社交平台热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
少数消费者抱着“我倒要看看有
多难吃”的心态“挤爆 3.5 分餐
厅”，低评分餐厅“逆袭”，更多是
由于消费者频频在“高分店”踩
雷，而“低分店”提供的菜品反而
超出预期。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
分餐厅，也显示出网络平台信用
环境有待净化、评价体系有待完
善提升。

低评分餐厅也可
以很好吃

“有时候不知道要吃什么，

就会上网看看大家都推荐什么。
刷到低评分餐厅，以前我会直接
划走。现在吃得多了，感觉高分
餐厅不一定香，低分餐厅也不一
定差。”栾女士说。

“评分可以作为参考，但是
也不能绝对地去看。”经常在外
就餐的张先生说，“元旦假期，我

打开手机一看，附近绝大多数餐
厅的评分都挺高的，很难选。让
我觉得奇怪的是，有一家我吃过
的餐厅，味道挺好，但评分只有
3.9分。”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都表
示，网络平台的评分存在失真，
一些低评分餐厅并不像分数呈
现出来得那么差。

“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火锅店
评分还不到 4分，但超级好吃”

“这家餐厅因为不维护评论被埋

没了”“看到评分只有 3.5分，心
里还在打鼓，吃了以后觉得远超
期待”，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
享了“勇闯”低评分餐厅的经历。

那么，这些餐厅为何评分较
低？记者走访发现，一些餐厅有
固定客群，销售渠道稳定，并不
依赖线上引流招徕消费者；一些

餐厅的菜品口味不差，但店内装
潢简单、服务没有亮点，也导致
评分不高。此外，一些餐厅确因
菜品、环境和服务水平等不能尽
如人意，导致评价较低。

高评分不一定就
是高品质

“评分相当于网络曝光率，
有高评分才有高曝光，更容易被

消费者看见。”2024年 1月 3日，
在湖北省武汉市经营着一家餐
馆的牟先生对记者说，餐厅非常
需要包括通过评分进行展示和
引流。“不做流量，评分比同地段
或同类型餐厅低，消费者会选择
到店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
在网络平台上积累好评，一些
餐厅会通过赠送餐点、优惠券
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写好评，
平台为鼓励评价设置了奖励，
如赠送积分等；一些餐厅会邀
请美食博主等到店体验，制作
探店类短视频，达到引流的目
的；部分餐厅还会通过专业的
运营方式达到“刷好评”的目
的，花销虽多但效率较高、效
果较好。

“写 50个字的好评，可以获
赠一杯标价 58 元的芒果绵绵
冰，感觉像是赚了。只要不是太
麻烦，我还是愿意配合的。”张先
生说，在餐厅就餐时，他经常被
要求晒图片、写好评。

高评分是否意味着高品质？
消费者意见不一。有消费者认
为：“评分高的餐厅不一定能让
所有人满意，但去评分低的肯定
更容易踩雷。”也有消费者质疑，
部分餐厅的评分有“灌水”的嫌
疑，“一些新餐厅的开业时间不
久，评分竟然有 4.8分”“有些评
价，图片和文字都很完美，有点
刻意”“有些网红餐厅排队时间
长，噱头大于实质，就餐体验不

佳”……

网络评价体系有
待完善提升

“注水的评分会让分数失去
参考意义，也不是餐饮企业维持
长久发展的正道。由食材、口味、
服务等要素构成的品质、形成的
口碑，才是企业需要用心去经营
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
蓬表示，“哪怕营销再好、评分再
高，只要品质不佳，消费者会用
脚投票，选择离开。”

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经
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
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
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
者。”针对网络平台评分乱象，监
管也在发力。此前，江苏省市场
监管部门公布的“刷单炒信”不
正当竞争案件中，就包括南京某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刷单套
餐”案；在安徽蚌埠，一家餐厅也
因为“好评返现”被市场监管部
门查办。

业内人士指出，在整顿净化
市场的同时，应尽快改进和完善
餐饮企业在网络平台上的评价
和展示机制，让有品质的“宝藏
店铺”得到应有的分数，更好地
服务消费者。

据《工人日报》

评分低的店可能更好吃？

舍高就低，一些消费者“勇闯”低评分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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