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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
着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也
在不断提高。
各种餐饮、美
容、数码等店铺
如雨后春笋般
立于市内各个
繁华地段。那
么，这些店铺中
的美食究竟是
否可口？服务
是否周到？质
量是否上乘？
想必是消费者
最为关心的问
题。这种背景
下，一种新兴的
职业——探店
就应运而生。
那么，何为探
店？它能带给
消费者和商家
何等好处与便
利，它又有着怎
样的弊端呢？
今天，编者就带
您去了解延安
的探店业态，了
解这一职业的
利与弊，以及这
一职业在延安
如何才能走得
更远。

编者按

延安“探店”，如何走得更远
记者 延媛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已于今年 5月 1日
正式施行。该办法规定，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
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
著标明“广告”。也就是说，探店属于广告，推广
视频或直播必须标明其属性。然而，记者采访
发现，延安许多探店博主的视频画面中，并未按
要求标注“广告”。

那么，该如何规范这些探店博主的商业行
为？

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告监管与知识产
权保护科科长裴海峰对记者说，近日延安印发
了《互联网广告领域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和普法宣传，通过“送法上
门”等活动，普及《办法》内容的知晓率，提高互
联网广告活动主体履行法定义务、落实主体责
任意识。通过加大对“软文”广告、直播营销中
的广告行为、弹出广告等广告活动的监管执法
力度，清理整治相关互联网广告乱象，以监管实
效不断推进互联网广告业健康有序发展。

其实，除了出台相关规范政策，探店博主和
商家也要以诚为本，在内容宣传上确保真实和
诚意，用真诚赢得流量。

延安探店博主“乐游延安（阿龙）”在抖音平
台拥有 3.3万粉丝。他说，只有更多从业者主动
严格要求自己，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消费者，才能
推动延安探店行业良性运转，共同做大延安探
店类内容的市场。而作为商家，也不能片面高
估探店博主的广告效应，说到底还是要用心用
力提升自身的产品与服务质量。

为滤镜下的“网红店”买单的最终还是消费
者。消费者又该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此，裴海峰提醒消费者，面对纷繁复杂的
推广信息，要擦亮双眼，避免碎片化的信息接
收，遇到虚假推荐时及时向平台举报。如果发
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及时保留相关证
据，依法维权。

探店既能带来流量，也能带火城市出圈。
我们要抓住这一新兴发展模式，借助探店展现
延安形象，助力延安品牌打造，促进延安美食、
民俗等文化传播，借助新的流量风口出圈。

“哇！这么多牛腩肉！吃着可囊口了！”5月
19日，宝塔区红化沟某餐饮店中，郭小萌正在一
边品尝美食，一边对着镜头激情洋溢地讲解着。

郭小萌是一位拥有近 14万粉丝的探店博
主。因为喜欢记录生活，她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
享自己和家人朋友吃喝玩乐的短视频，没想到逐
渐积累了一批粉丝，成为延安最早的一批网络达
人。直到2021年，有一些商家主动寻求合作，她
才意识到，“原来探店也可以赚钱”。

于是，从 2021年开始，在下班或者周末，郭
小萌便利用空闲时间去探店，随着探店数量越来
越多，探店竟慢慢成了她的副业。“现在身边好多
朋友都在兼职做探店博主，既丰富了生活，又多
了份收入，不香吗？”郭小萌笑言。

与郭小萌的兼职探店不同，90后贺卉雅是
一名全职美食探店博主，目前抖音粉丝量近 19
万。“我从小到大就喜欢研究吃，延安当地特色老
店新店基本都被我吃遍了。”贺卉雅说，自己原本
是一名搞笑博主，2021年延安兴起探店，她便决
定转变风格，化身美食探店博主。

两年时间，贺卉雅拍摄了将近500条美食短
视频，越来越被粉丝认可。

之所以会被粉丝认可，是因为她分享美食的
真实性。“我拍摄的美食，都是自己品尝后觉得好
吃才分享的。虽然经常有商家找我推广，但拒绝
的有不少。因为比起视频播放量和收益，我更在
意食物是否真的好吃。”贺卉雅说，作为一名美食
探店博主，她不想因为自己的“不真实”砸了延安

美食的招牌。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众多探店

博主。发现，在兼顾个人兴趣和收
入的情况下，全职或兼职做探店博主
已成为延安不少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而随着探店博主越来越多，“探店”在
延安生活消费领域也呈现“百花齐放”之势，
出现了“美食探店”“购物探店”“民宿探店”“旅游
探店”“美容探店”等多种内容形式，在短视频平
台上颇受欢迎。

记者仅在抖音平台搜索话题“延安美食探
店”“延安民宿探店”等，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就高达
上亿次。丰富的场景、沉浸式体验，让不少消费
者通过探店博主“种草”。

“这家店早有耳闻，体验之后果然不负期待，
菜品良心价格良心，之后还会来光顾。”在品尝完
新区一家餐饮店的美食后，市民杨姗立马打开手
机软件留下了这条点评，还配上了新鲜出炉的照
片。作为点评类App资深用户的她，几乎把看点
评当作了选择吃喝玩乐的“行动指南”，“延安各
种好吃好玩的都挑花眼了，探店视频、评价能给
我提供便捷的参考，而且有的探店博主还会
推出商家优惠套餐和团购，挺划算的。”

可以说，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消费，
作为新兴业态，探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
富的消费选择、更新奇个性的消费体验，
在促进延安消费上具有积极作用。

探店业态欣欣向荣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一个网红博主探店带
火一家店铺的现象时有发生。

市民曹先生在马家湾经营着一家面皮店，开
业几年来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去年，延安一名有
着近28万粉丝的探店博主将自己在店里品尝面
皮的短视频分享在社交平台后，吸引了不少粉丝
前来打卡品尝。

“我刷视频才知道自家的面皮火了，感觉挺
意外。”曹先生说，没有探店博主宣传的时候，店
里来的基本都是老顾客，后来好多都是看了视频
专程跑来吃的。不仅如此，随着客流量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咨询能否邮寄面皮，为满足客
户需求，他还专门购置了一台真空包装机。现在
生意是越来越好！

市民赵存孝在枣园附近经营着一家湘菜馆，
他也是探店宣传的受益者。

“下一桌就到你们”“前面还有两桌，马上
了”……5月26日下午，还不到6点，赵存孝经营
的湘菜馆门口就已经坐满了等位的人。来之前，
记者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不少有关该店的探店视
频或评价。

赵存孝说，这是今年才开的新店。在开店筹
备过程中，他就已经联系好了本地的运作团队和
探店博主。比起传统的发传单、发朋友圈宣传，
目前来看，还是探店宣传的引流效果比较好。平
台上的热度一直在，基本上每天一到饭点就要排
队。

不难看出，“探店”这种营销方式在一定程度
上确实能够缓解延安部分商家的“流量焦虑”。

然而，随着探店打卡的常态化，不少商家开
始谨慎思考：如何将自家产品更好地推广？到底
需不需要出资邀请网红获得流量？

“网红打卡、线上推广这些营销方式确实会
带来一些流量，但是如果没有把服务和餐品做
好，那这种流量也只会是短期的，很快就会
消失。”市民徐先生在城区经营着一

家冒菜店，他告诉记者，对比探店刚兴起的那会
儿，他认为目前很多探店的营销引流效果已大不
如前。“不过，邀请博主探店确实是餐饮企业可以
选择的路子，像我之前也花费经费尝试过，但效
果一般。”徐先生坦言，现阶段他只是将这种推广
手段当作对自身品牌展示的补充，并不是必要选
项。

对此，美甲店经营者王女士则有着不同看
法。在她看来，博主探店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
这为商家的引流推广多了一个渠道，让店铺更受
欢迎，有更好的生意。虽然阶段性有可能带
动不了大量的消费力，但能让
更多的网友知道并且了解
店铺，也不失为一种推
广的好方式。

不难发现，火
爆的探店已成为
延安不少商家
引流、促进消
费 的 手 段 。
相信借助探
店视频，延
安会有越来
越多商家的
产品、环境和
服务等较为全
面地呈现在消
费者眼前，越来
越多“藏在深闺人
未识”的店铺被发
现和挖掘。

“大家看一下这
个烤鱼，外焦里嫩，用到了店
家特制的酱料调味……”5月24日，
家住新区的市民白若楠正津津有味地收
看着延安某美食博主的探店视频。“这个博主
每次分享的菜看着都很有食欲，我喜欢。”白
若楠说。

伴随着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社交平台成
为大众熟知的社交软件后，这些平台也渗透和
影响到了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习惯性地
在这些平台上获取各种社会信息。在此背景
之下，“探店经济”开始逐步在延安发展并扩
大，跟随探店博主体验和寻找自己喜欢的餐
饮、那么，这一模式能否实现消费者、商家
和博主的多方共赢？又该如何完善监督
管理，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

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探店也不可避免地滋
生出一些乱象。

前段时间，市民何女士在某平台上刷到了一
家火锅店的探店视频，视频中，博主大快朵颐、赞
不绝口，加之菜品便宜且丰富，让何女士动了
心。品尝后却让她觉得“踩了雷”——不仅菜品
不新鲜，肉的口感也不好。

线上“种草”线下“踩雷”并非个例。市民王先
生告诉记者，自己曾在某平台上看到多名博主推
荐城区一家餐馆，并推出低价团购链接，看起来
美味又丰盛。到店品尝后发现，套餐中菜品的分
量远不及视频中展示的，味道也相当一般。为了
吃饱，他无奈又额外花了 100多元。现在，只要
看到“网红”“必打卡”等字样的门店，他就会选
择绕道而行。在他看来，这可能是“货不对板”的
低性价比。

尽管我市多数博主都秉持着求真讲真的探
店原则，但不可否认，个别博主夸大宣传、过分美
化商品进行推荐，特别是餐饮类的探店视频中，
博主更是惯于用夸张的表情、绝对化的措辞博人
眼球。这其中，很难说没有“有偿探店”“看钱说
话”的成分。

与此同时，千篇一律的说辞，趋同的风格，也
让消费者产生了“流量疲劳”。

“看探店视频主要是希望通过博主真实的体
验来为自己推荐菜品，考察环境，进行挑选甚至

‘避雷’。”然而，市民李女士最近发现，延安探店
博主越来越多，视频摆拍越来越多，内容也逐渐
同质化，“有的把食物拍得很精美、秀色可餐，但
是看不到几个吃的镜头，反而会觉得不真实”。

从字体颜色、背景音乐到拍摄手法、文案内
容，记者发现，许多探店博主的宣传方式具有极
大的共性。市民小王非常热衷刷短视，他表示，
现在自己时不时就会刷到类似的视频，同一家店
的产品被反复推送，非常闹心。“我感觉自己就像
是在一个信息茧房之中，被同质化、低质量的信
息包裹着。”

过热的探店也引起部分商家的担忧。提起
探店，餐饮店经营者张先生是“爱恨两难”。“虽
然一些店家得益于与探店博主的‘合作’，获得了
大量的客流。但还有很多顾客反感网红店，就不
会来消费。”张先生表示，除了背上“网红店”的
印象，本就重口难调的餐饮店，也极易被探店博
主“捧杀”。

其实，探店也好，测评也罢，说到底也是在探
诚信、探品质、测服务。消费者和市场需要的是
诚信的探店测评和推荐，而不是“利欲熏心”的假
象和谎言。

探店宣传效果几何

探店背后乱象频出

监管规范探店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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