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先生购买了岳阳楼文创雪糕后， 兴冲冲拍
下打卡照。 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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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网红难长红，“打卡”警惕商业陷阱

不可否认的是， 商家与意见领袖将
新店打造成网红， 确实有利于增加营业
额，但也容易走进刷好评、雇人排队充场
营造店面门庭若市的怪圈； 对于用户而
言，盲目追求探店、“打卡”，不仅会忽略
旅行时的风景， 也容易陷入商家挖的商
业陷阱中。

最近， 杭州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队就根据线索， 依法对杭州十余家组
织免费吃饭刷好评的企业进行了突击检
查。上述企业根据某些“网红”商家的需
求， 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组织大量人员
前往商家免费消费营造排队气氛， 并在
各种互联网评价平台进行虚假好评留言
和高星级评价， 该行为不仅扰乱正常的
竞争秩序、误导消费者，还涉嫌违反《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经营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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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此外，三湘都市报记者曾暗访发现，
为了营造门店生意火爆的假象，2019年4
月，位于长沙市太平街的“旦3蛋烘糕”小
吃店便托“黄牛”雇在校大学生、带着小
孩的中年妇女假冒消费者， 在下班高峰
期吸引路过的消费者尝鲜。5月20日晚，
三湘都市报记者再次前往太平街发现，
此前雇人排队充场的“旦3蛋烘糕”已变
成一家奶茶店。

从另一方面来看， 即便是做好了自
认为万无一失的攻略，“打卡” 网红店还
是会踩“雷”。2020年5月，牛蛙火锅品牌
哥老官在长沙开出湖南首店， 并推出10
天5折的促销活动。彼时，自称火锅狂热
爱好者的周小姐在网络检索了大量“免
排队取号攻略”后，打算进店用餐，“上午
十点半，午餐时段就停止放号了，服务员
建议我晚上再来。”

下午五点， 担心取号人数过多的周
小姐再次来到火锅店外， 却只领到一个
需等待134桌的用餐号，“等了五个半小
时，商场都关门了，我和朋友才吃上这顿
牛蛙火锅，但味道并非网传那般惊艳，算
是一次失败的‘打卡’经历。”

动辄排长队，是谁在制造“网红”
互联网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打卡”需警惕商业陷阱

“气温也太高了，雪糕要是融化了，这张‘打卡照’可就难拍了。”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魏先生在岳阳
楼景区花15元买了一个楼宇造型的文创雪糕后，兴致勃勃地对着岳阳楼拍下一张颇为满意的“打卡照”。

在迪士尼乐园拍绝美游客照、到文和友吃上一顿小龙虾、去热门电影拍摄取景地打个卡……在互联网
深刻影响大众生活的今天，“网红”无处不在。无论想去哪、想吃啥，你总能从网上搜到成千上万篇“打卡”、

“种草”文章。
打卡网红景点、小吃店往往要耗费较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消费者为何却依旧乐此不疲？那些活跃

于社交平台上的“你不可错过的老巷小吃”“绝绝子的小众拍照取景点”背后，又是哪些人在做幕后推手？
■记者 黄亚苹

超五成消费者
愿为“打卡”
排队两小时以上

爱“打卡”的消费者
有多少？5月20日，三湘都
市报记者以“你愿意去网
红店排长队打卡吗”为关
键词进行了一项网络问
卷调查， 共有94%的受访
者表示出门旅游前会先
做“打卡”攻略，还有56%
的受访者愿意为“打卡”
一家网红店排队两小时
及以上。

“不在朋友圈、 微博
留下精美的游客照和美
食探店总结，旅行似乎都
白去了。” 长沙理工大学
大四学生小徐表示，为了
在朋友圈留下好印象，每
次出门都得拍上百张游
客照，再从中挑选出最满
意的1-2张发布， 一条看
似简单的朋友圈往往少
不了2-3小时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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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出门先搜“打卡”好文，旅游才能少踩雷

“茶颜悦色幽兰拿铁加双倍奶油和
碧根果更好吃、想吃天宝兄弟最好下午
两点前到店取号、去省博看辛追夫人需
要提前一周在公众号预约……”5月21
日，家住四川省广元市的熊静一边浏览
着微博、小红书上发布的“不能错过的
长沙网红打卡点”、“800元带你游遍长
沙小众景点”等文章，一边在手机备忘
录中记录下前往长沙旅游的注意事项。

一周前，熊静与朋友一行四人相约
在端午节期间来长沙旅游。趁着午间休
息的空当， 熊静照着热心网友的分享，
做起了“长沙旅游不踩雷攻略”，前后不

到十分钟， 备忘录就写了满满一整页，
“都说长沙好吃的特别多， 提前做好攻
略节省排队时间，也能更省钱。”

现如今，跟熊静一样出门旅游必做
“打卡”攻略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他们浏
览着社交平台上编排精美的文字和图
片，以期从中整理出更加适合拍出小众
游客照的取景地或品尝更为地道的本
土美食。一些热衷社交的年轻人，只要
发现其关注的同城美食大V或自媒体
红人发布最新“探店”文案或视频后，便
迫不及待地“打卡”、探店，成为朋友圈
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探因】“意见领袖”与商家造“网红”

从口口相传的私房佳肴到经营数
十年的小吃店， 早期的网红店似乎只
需做好口味、服务等分内事，就能坐等
顾客上门来。然而，进入“酒香也怕巷
子深”的互联网时代，为了“打卡”一家
网红店， 消费者不惜花费动辄数小时
来排队甚至找同城跑腿代为取号，消
费者为何乐此不疲？

“拍照后精修并配上创意文案，再
掐着通勤、晚餐时间点发送朋友圈，立
马就能获得一大波点赞和评论。”热衷
于前往网红餐厅探店、“打卡”的95后

郭佳认为， 通过朋友圈分享探店
心得，一方面是向那些仅有着“点
赞之交” 的朋友们展示自己的生
活品味， 另一方面也能找到志趣
相投的朋友。

“微信朋友圈更像一个舞台，
每一条动态的内容、 文案都是发
布者的自我表演。”靠着一周五次
的探店更新频率， 郭佳已成为长

沙小有名气的美食博主， 每当有品牌
开业，她都能被邀请参加试吃会，发布

9张精修图加推荐文案， 还能获得至少
1000元的商务推广费用。

从另一方面来看，“打卡”热情被点燃
的背后，更大的推手依旧是商家。一位长
期从事餐饮管理，并开设了自己品牌的餐
饮业资深人士就表示，大多网红品牌吸引
到消费者的主因是“看稀奇”，一种别人买
不到但我能买到，别人去过我也要去的消
费心理，“目前，长沙大多数网红店都希望
能够凭借当地的KOL软广、抖音短视频等
方式实现短时间内人气的快速聚集，但这
种模式容易让人疲劳，也容易让店铺的管
理者背离经营的本质。”

而另一位从事商业运营管理的长沙
商业人士也表示， 与零售商操控传统节
日不同， 如今的打卡拔草式消费反过来
影响甚至塑造了都市的餐饮服务业，例
如，五一商圈此起彼伏出现的“零座位”
咖啡馆或奶茶店， 仅供容纳10人同时就
餐的小店，只需在饮品杯上印上“长沙”
或与之相关的风景、俗语，便能吸引一大
批打卡族进店消费， 完成日均数万元的
营业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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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游客们纷纷前往长沙市芙蓉区这面印有“长沙”二字
的红砖墙附近“打卡”。拍下这样一张打卡照，至少得排队30分钟。 记者 黄亚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