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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刷我刷大家刷，不刷就输了”

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时参考平台评分
已成为越来越多网友的习惯。大众点评、口
碑等主打消费点评的平台，成为不少网友

“装机必备”。
“过去消费前总会看看点评软件，经常

能发现一些‘宝藏店铺’；自己消费之后也会
给店家打分，给其他网友提供方便。”在北京
工作的王明明说。

消费者在点评类平台上“真心实意”地
打分评价，形成了互联网自发的监督体系。
这样的“线上互助”一度成了很多人的“消费
指南”“避坑宝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评分越来越假，
很多评论一看就出自专业写手，根本不具备
参考价值。”王明明说，现在很难再相信平台
上那些“高分商家”“必吃店铺”。

另一端，不少商家也感到无奈。
“不刷评分不行啊，大家都在刷。”合肥

一家烤肉店店主李先生吐槽，“现在餐饮
行业竞争激烈，如果评分不好，客流量会
少很多。”

“你刷我刷大家刷，不刷你就输了。”为
了让店铺赢得更好的口碑，不少商家向自称
可以提升评分的第三方机构求助。

“只有连锁店或有实力的网红店能长期
刷分，我们这种小店‘烧’不起。”李先生表
示，在这种内卷式刷分中，小商户肯定处于
劣势。

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投诉虚假评分的
消费者有很多，涉及餐饮、旅游以及美发美

甲等领域；一些商家也投诉遭到同行或第三
方机构恶意差评。

相关平台也开始注重治理刷分控评乱
象。2021年前 5个月，大众点评处罚“刷好
评”用户账号5万多个、“刷单”“刷评”商户1
万余家，并升级了算法识别能力。

尽管不断加强技术防范能力和专项治
理力度，在一些平台上，刷分控评乱象仍屡
禁不止。安徽省消保委消费指导部主任胡
茵表示，刷分控评会向消费者传递虚假信
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对同行业
经营者构成不正当竞争，造成市场混乱，也
会给平台带来信任危机。

是谁“玩坏”了“点评生态”？
记者调查发现，刷分控评并非个别行

为。商家、第三方机构甚至部分平台都参与
其中。

——商家“盛情邀约”，顾客难以拒绝。
“我们会跟顾客要好评，给好评就赠送菜品
或者给予优惠。”在北京经营一家饭店的王
女士发现，通过打“人情牌”、给顾客送福利，
自家饭店的评分慢慢就“刷上去了”。

“商家有时会让我给好评，只要服务不
是太差，我一般不会拒绝。”芜湖市民黄敏
说，有时是商家“软磨硬泡”让人“盛情难
却”，有时是商家提供各种优惠，因为“吃人

嘴短”只能给出好评。
——第三方机构介入，刷分控评“明码

标价”。记者在购物网站输入“口碑运营”等
关键词，出现大量宣称可以提高评分、优化
评论的第三方机构。甚至有机构声称拥有
3 万多名“达人”“大 V”，业务范围覆盖全
国，“只要你肯投入，就有专业人士送上优质
好评”。

记者联系了一家机构，对方“明码标
价”，表示“好评 60元一条，访客量、收藏量
都是1元一个”“钱花得越多，效果越好”。

除了可以花钱刷好评，还可以付费删差
评。武汉一家餐厅经营者李先生告诉记者，
开业不久就有机构找上门来，表示可以帮助
删除差评，“订购888元套餐，可以帮助处理
15条差评”。

——部分平台“出手”，协助商户“作
弊”。“与平台合作，能提升店铺评级，由此能
获得更多曝光和流量。”合肥一家酒店经营
者王女士说，某平台工作人员会推荐安装该
平台的充电宝和房态管理系统，这样可以提
高店铺相关指数，这个指数越高，会拥有更
多曝光量。

此外，平台工作人员还让酒店推荐客户
通过自家支付入口下单。在特定时段，一笔
订单会计算为两笔，酒店销量数据更好看
了。如此一来，消费者在平台搜索酒店时，

若按“销量优先”筛选，酒店排名自然会更
靠前。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互联网经济具有远
程、虚拟等特点，信用体系建设尤为重要。
刷分控评、刷单炒信等乱象会破坏信用体
系，不利于互联网经济发展。

点评乱象需综合治理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部署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
军”专项行动，治理生活服务、书影音评分、
短视频等平台刷分控评、刷单炒信等流量造
假问题。业内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平台、商
家、消费者多方携手，共建健康“点评生态”。

“不管是商户还是中介机构，刷分都涉
嫌违法。”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胜利说，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
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不得通过组
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商户开展合作
无可厚非，但不得协助或诱导商户刷单炒
信。”陈音江说，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
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价
格、销量、信用等向消费者显示搜索结果，搜
索结果应真实、全面、客观，不应被商业利益
扭曲。

陈音江建议，打击黑色产业链涉及市
场监管、网信、公安等多部门，要形成协同
共治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此外，刷分控评
隐蔽性强，监管部门也要创新监管方式，例
如通过大数据技术、算法识别等手段开展调
查取证。

李胜利表示，无论是虚构交易量还是编
造用户好评，相关行为都是在平台上进行
的，在数据收集、行为监控方面，平台具有先
天性的优势。因此，平台应该负起主要责
任，首先应与商户保持合理的距离，商业合
作应合法合规；其次应加强日常管理，优化
产品与算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胡茵表示，健康的“点评生态”需要多方
共建。除了相关部门和平台加强监管，商
家和消费者也应行动起来。对于商家而
言，“别人都刷”不应成为自己“刷分”的理
由，应坚守法律底线和商业伦理，如发现
相关线索可积极向有关部门和平台投诉。
广大消费者在提高鉴别能力的同时，也应自
觉抵制不良行为，不为“好评返现”“折扣券”
等所动。 新华社合肥2月7日电

花钱刷好评 付费删差评

“明码标价”的消费点评谁敢信
“又踩雷了！”提起最近打卡的网

红西餐厅，合肥市民谢宇摇摇头。春
节期间跟相亲对象第一次见面，他特
意在点评类平台上选了一家高分店，
“没想到菜不好吃，环境还那么嘈杂，
和平台上的评价相差甚远。让我好没
面子。”

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开展打击
刷单炒信、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专项整治行动，一些点评类平台
也出手整治刷分控评等流量造假问
题，每次处理的账号都数以万计，但刷
分控评等乱象依然难以根除。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刷分
控评手段“花样百出”，刷分坑了顾客、
乱了市场、苦了商家。

新华社发
疾控专家提醒

节后上班莫忘防疫安全
本报讯（记者 王红）2月 7日是春节长假后首个工作日，郑

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控制所所长袁中良提醒公众：春
节长假过后，市民在重返工作岗位的同时，防疫安全不能疏忽，
大家仍需坚持做好各项防疫卫生好习惯。

袁中良表示，在上下班途中，市民仍要注意全程戴口罩。推
荐采用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班车上下班。如果乘坐地铁、
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途中要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及
公共部位，避免与咳嗽、打喷嚏的乘客接触。到单位后，建议用
流动的肥皂水洗手或用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做好手卫生。
下班到家后，要及时更换外套，洗手消毒。

长假期间，大多数办公场所都关门闭户，室内空气缺少流
通。因此，袁中良建议，节后返岗时，室内办公场所建议能每天上
午、下午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20至 30分钟。同时，重返工
作岗位后，在开窗通风的基础上，大家还要做好室内消毒，对于办
公区环境清洁，建议用84消毒液稀释后擦拭物体表面或地面。

在工作中，大家应注意在开会、搭乘电梯时全程戴口罩。办
公室内有人打喷嚏、咳嗽时，要注意咳嗽礼仪，用手肘捂住口
鼻。 此外，要注意勤洗手，做好手卫生。进食前、如厕后、传递
纸质文件或收取快递件后均需洗手。在流动水下，根据七步洗
手法，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洁双手。

袁中良提醒市民，当前仍存在疫情传播风险，大家需务必继
续保持安全防护意识，保持良好卫生习惯，随身携带一次性医用
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和他人近距离接触时，正确、规范戴口
罩并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

人勤春来早
虎年“不打盹”

虎年春节的“黄金周”画上了句号，人们收拾假期的闲
适，返回各自的岗位，重启工作和生活节奏。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新春来了，对于未来，大
家总会寄予无限期望。更何况，今年又是“百兽之王”来当
轮值生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象征着力量强大、生气勃勃、勇
气十足、果敢无畏。关于老虎，中国还有一句常用于安慰人
的俗语——“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但是，在关键时候可
不能掉链子。

把握好大局，清醒认识形势，抖起虎虎生威的雄风、拿
出生龙活虎的干劲、发扬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才能一路披
荆斩棘，达成既定目标。

虎年春节假期，不少人放弃休假，奋斗在工作岗位上。
他们中，有的奋斗在冬奥一线，有的则奋斗在疫情防控的前
线，还有的奋斗在国家重点工程上，更多的奋斗在保障社会
平稳运行、须臾不可或缺的岗位。正因有这样的奋斗和坚
守，日子才越过越红火，国家才越来越富强，民族才越来越
兴盛，正所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人勤春早，实干
兴邦。假期过去，让我们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撸起袖子加油
干，一起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杭州2月7日电

新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