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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微信：18730726672 无痛催乳刘老师

春节临近，约饭聚会多了起
来。人们习惯先打开手机，看看
餐馆评分或星级。然而，“年轻人
挤爆 3.5分餐厅”、消费者“反向
选择”低分餐厅的话题，却揭示
高分餐厅也未必靠谱。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不少餐
饮店为维持流量热度，通常明着
以赠送小吃或饮料等方式，换取
食客的网上好评打分、收藏打
卡。在这背后，更有一条隐蔽的
产业链，花钱就可以在数月内造
出高分高星餐厅。

送菜赠饮换热度

如今，随着互联网平台服务
的发展，去哪儿吃饭，选哪家餐
厅都可以在手机软件上看评分、
搜“攻略”。分数和星级越高，往
往意味着门店的品质、人气和服
务越好。也因此，不少餐饮门店
在入驻了线上点评类软件和外
卖平台后，越来越重视门店在线
上的分数与星级。

“正吃着饭呢，服务员走过
来告诉我们，可以写‘5星’好评
免费得饮料。”回想起前段时间
的一次在外就餐，上班族肖玲
说。当时，和她一起就餐的朋友，
每个人都在手机上给该餐馆写
了一条 5星好评，一共拿到四瓶
饮料。“就是打开点评类软件，找
到这家店，拍张照片写点感受，
给店员看一眼就行了。”

在海淀工作的杨女士称自
己是深度“点评依赖户”。每次与
朋友出门吃饭前，她都会先看餐
馆的星级分数。“此前去了一家
湘菜馆，评分很高，但不知是改
厨师了还是什么原因，菜品做法
不对，整体味道也不好吃，我客
观地给打了 4星。”然而饭后商
家却追了出来，询问杨女士能否
修改为全 5星好评。“因为吃饭
期间赠送了一听可乐，无奈我又
给改为了5星。”

连日来，记者走访多个商场
发现，不少商家均有送菜赠饮的
小活动。相比过去要求直接写图
文好评，现在商家更乐意顾客收
藏“打卡”门店。

在西直门凯德Mall商场，一

家牛排店推出活动，顾客只要在
软件上收藏打卡门店，就能以 1
元钱换购价值 25 元的中杯饮
料，店员介绍不止点评类软件，
在外卖团购网站上写好评也可
以参加此活动。一家泰国风味餐
厅，顾客同样只要收藏打卡，就
可以免费领取一份饮料。店员介
绍，饮料价值 18元一杯，“要有
店内消费才可以，在外卖平台上
写好评也行。”某烤鸭店，顾客打
卡、收藏、任意菜品点赞“一键三
连”，就可获得冰激凌。

调查发现，多个门店餐饮商
家推出的收藏打卡“活动”，赠送
物品以饮料、冰粉、小菜等为主，
这些赠品价格大多在 30 元以
内，且要在店内消费才能核销。
不过也有店铺不需要实际消费，
即使顾客“路过”，只要愿意打卡
收藏该门店，也可获赠小吃饮
料。

“活动还有，您在点评软件
上收藏、打卡门店，发一个图片
或者视频就可以了。”一家连锁
涮羊肉门店店员听到记者询问
有无活动后主动介绍说。见操作
太慢，她索性拿过记者手机帮着
操作一通。“公司对门店有考核，
每天最好发一点动态，保持门店
在网上的热度。”

俩月造出高分店

调查发现，线下门店推出一
些保持热度和好评的活动之外，
市场上还有一条专门“运营”高
分高星级餐饮门店的产业链。这
些产业链的主力军，是“代运营”
公司。有公司人员表示，新店只
需 2个月即可运营到近 5分或 5
星。

“精选点评”“保证评分星
级”“外卖点评双 5星”……在电
商平台输入“餐饮运营”“代运
营”等关键词后，一些专注餐饮
门店评分、星级和排名的业务就
出现在眼前。开展这些业务的公
司工作人员，大多表示是专门面
向点评类软件和外卖团购软件
提供运营服务。从一家门店的起
号到日常运营，从星级提升到达
人探店，都能提供一站式托管服

务。
记 者 以 新 开 一 家 火 锅 门

店，需快速提升分数和星级为
由，联系上一家公司。自称是

“点评高级运营”的工作人员在
询问了店铺类型、面积、地段和
需求等信息后，建议前期先在
软件上入驻。合作的套餐分为 3

个月、6个月和 12个月，价格为
3500元、5000元、8000元。这些
套餐主要包含曝光访客提升、

“种草”类图文发布、榜单排名
提升等业务。以合作半年的套
餐为例，通过该公司的“一条
龙”式服务，即使是一家新门
店，也可以在 6个月以内，外卖
团购平台的分数达到 5分，点评
类软件星级 4.9 星。“我们都是
真实操作，合同中可以写效果，
没达到效果包退款。”

“两个月时间，外卖团购平
台给你做到 5 分，点评类软件
3.5星级以上。”另一家公司工作
人员胸有成竹，表示如果是新
店，与他们合作无需 3个月或者
半年时间就能达到高分高星级，

“那种要求合作半年一年的，都
是割韭菜，没必要”。据其介绍，
之所以一些公司会有“一条龙”

“一站式”服务，是因为随着平台
软件的管理更严，靠写好评等单
一方式无法明显且快速提升分
数或星级，要对多个基础权重指
标进行提升。

这些指标主要包括门店收
藏打卡量、菜品销量、评论评价、
团购量、后台曝光量访问量等。

“包括门店问答建设、推流笔记
等，是要做一套整体的设计。合
同可以单月签，一个月 1200元，
先看效果随便做几个月。”这名
工作人员说。在其发来的 1200

元单月套餐服务中，仅在“店铺
提升”一栏，就包括店铺收藏
100个、笔记点赞100个、点评笔
记 5篇、人气访客 2400个、人气
曝光6000个等。

专用号刷完作废

随着调查深入，记者发现如
今相比高星级，高分门店可操作
的空间更大。多次辗转后，记者
对接上一位从事刷评产业的人
员。据其介绍，如果要刷好评，点
评类软件很严格，几乎不可能。
但团购外卖平台上，餐饮门店的
评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刷出。

“不用去现场消费的，30元
一条好评。”该卖家称，一般情况
下，要提高分数或者星级，最好
是通过团购餐、抵现代金券等方
式。如果是新店，团购餐几十条
评论，就可以升到5.0星级。但在
个别平台上，可以用“技术”直接
写好评，不用用户去到线下门店
消费评价。

这名卖家介绍，目前外卖

团购平台的监控机制，相对没
有点评类软件严密。他举例，近
期就有一家门店，和他合作后，
在一周时间左右，让外卖团购
平台上的 3.5分升到了 4.3分左
右。具体操作方式，是确定合作
意向后，在群内将需要的好评
条数、价格和门店图片等内容，
发给对方。“一般每天 3 条到 5
条评论，都没问题，十多分钟就
操作好了。”

所谓“技术手段”，是如何
操作的呢？前述宣称两个月可

“造”出 5 分门店的卖家说，他
并不提供刷好评服务，但大概
知晓一些与其合作的工作室是
如何操作的。“他们有自己的账
号。全是拿新手机号在一些平
台上先注册用户账号，然后模
拟写好评。”他透露，这些好评，
是通过手机和电脑连接后，通
过技术驱动账号的 IP 地址，去
所需要刷好评的店家电子地图
附近“溜达”一圈儿，“改轨迹，
模拟真人用户去线下实地消费
评价。”他还强调，这种操作方
式下，一个账号写一回评价，就

“撇”（作废）了。
记者了解到，某点评类软件

平台对“诱导好评”等行为加重
处罚力度。2023年，该软件平台
采用了上百种风控模型查处清
理虚构好评、疑似诱导好评，严
厉处罚诱导违规商户。同时通过
政企合作，推进刷单炒信类民事
诉讼、行政处罚、刑事打击等案
件。

“如今，线下门店的诱导性
打分、打高分，是一个普遍现
象。”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
家委员会委员朱巍说，如果是基
于用户到店消费后或者消费前
产生的评价，基本上算是真实
的。如果体验确实很差，消费者
后续也可以撤回评论或追加打
差评。但靠‘水军’刷分刷好评的
方式，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
为，需要严肃打击处置。如果一
些门店的探店或“种草”笔记根
本就没有实地去过，或涉嫌虚假
宣传，也需要按照《广告法》相关
规定查处。 据《北京晚报》

一条隐蔽的产业链……

高分的“好评餐厅”是怎样“造”出来的

年关将至，除了要面对家乡
亲友的花样关怀，更让人操心的
莫过于无处不在的“红包难题”。

就在前几天，杭州人孙先生
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会去妻子的
衢州老家过年，他和亲戚们已经
商量好了，今年不相互给红包
了。

红包“瘦身”或不包
中年人想要从简

“一个孩子最少三五百元总
要给的，碰到孩子多的家庭压力
也很大。今年大家提前约好了，
都不给，减轻压力。”孙先生认
为，红包是一种人情往来，你家
给500元，我家得回500元，既然
这样，红包交换来交换去并没有
多大意思。

“杭州人有句话，叫‘平平
过’！意思就是相互扯平了。”孙

先生说，他和衢州的亲戚双方都
有小孩，给了大家都要还，“到时
候如果给漏掉了一两个，难免让
人多想，也是一件麻烦事，不如
干脆约好了都不给。”

金华人张女士则发现，今年
自己包红包的数量要变多了，

“不得不考虑给红包降一降金
额。”

“亲戚新生了一对双胞胎，
原来的独生女升级当了姐姐，虽
然也为对方感到高兴，但是这么
一来光这一家就有三个小孩，需
要给出三个红包，压力大增。”

张女士说，每年过年，各家
父母难免要算算“成本”，根据自
己孩子收到多少，回多少。每年
她都很头疼，不知道对方给孩子
包了多少钱，如果按照自己以前
给的红包数量走，现在等于多出
来三倍，如果给少了，又会很不
好意思。

“其实浙江的红包金额算多
的，500元到 1000元很常见，亲
近的给两三千元的都有。如果遇
到小孩多的，过节要给十几个小
孩包红包。”张女士感叹自己有
点“伤不起”。

再算一算“账”，张女士更纠
结了：“我家只有一个娃，对方有
三个娃，我到底是按1个人1000
元包，还是按3个人1000元包？”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比较羡
慕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的过年
习俗，“过年家家户户走亲访友
都是一包金丝蜜枣一包糖，大家
相互交换，表达了心意还没有什
么负担。”

包红包、办年货
年轻人追求仪式感

在中年人希望过年包红包
“从简”的时候，记者发现，“90

后”年轻人正成为过年包红包、
办年货的主力。

据公开报道，今年 1月份淘
宝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淘宝
购买年货的下单用户中，“95
后”占比已超过一半。这也意味
着，“95 后”可能正在成为家庭
年货的决策人。

“过个年真不容易，准备给
爹妈每人各包 1888 元，这是我
们兄妹几个统一好的，给侄子侄
女准备了每人各 1000 元，剩下
给家里买年货花掉了5000元。”

“90 后”徐小姐老家在温
州，除了准备红包，她今年还主
动承担起了给家里办年货的“职
责”，“家里过年吃的我全包了，
从新疆来的小羊羔，再到老爸爱
喝的酒，都买好了”。

“光红酒就买了 10箱，五粮
液都买了4瓶。”她补充说。

另外，她也琢磨着龙年“讨

龙彩”——买一些龙图样的创
意 红 包 ，到 时 候 发 给 亲 戚 朋
友。

她给记者展示几种她打算
购买的创意红包，有扇子形的，
也有带有书法的，不过她最青
睐的还是一款带有龙元素的布
包，可以给小朋友当做小背包
使用。

“国潮兴起，现在的红包设
计的确越来越好看了，像这款布
包能循环使用，还可以图个彩
头。”她说。

“去年买了折叠红包，10
个卡位，一个卡位夹了 10张百
元‘大钞’。递给爸妈鼓鼓一
个，一打开还能有惊喜。”跟徐
女士一样，新杭州人陈小姐觉
得过年还是要有年味，“过年
要从钱包里掏点，也要‘掏空’
心思。”

据极目新闻

“我家1个娃，对方3个娃，让人太纠结！”

过年的红包：给不给，给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