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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我国旅游场所
5G网络建设将基本完善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记者王聿昊 张辛欣）记者
1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
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文
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印发
通知，明确到2025年，我国
旅游场所5G网络建设基本
完善，游客在旅游全过程的
智慧体验将进一步提升。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关
于加强5G＋智慧旅游协同
创新发展的通知，我国将推
动5G在旅游业的创新应用，
增强5G＋智慧旅游服务水
平，促进5G融合应用发展水
平提升和产业创新能力增
强。

通知围绕加强重点旅
游区域5G网络覆盖、创新
5G＋智慧旅游服务新体验、
打造5G＋智慧旅游示范标

杆等，提出了9个方面的重
点任务。

在加强重点旅游区域
5G网络覆盖方面，两部门鼓
励各地加强国家高等级旅
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
点区域的5G网络覆盖水平，
优化重点区域及客流密集区
域的5G网络服务质量。

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
两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加
大要素支持、优化创新环
境、统筹发展安全，打造一
批5G＋5A级智慧旅游标杆
景区和5G＋智慧旅游样板
村镇，培育一批5G＋智慧旅
游创新企业和创新项目，并
研制形成5G＋智慧旅游相
关行业标准。

“不能错过的宝藏店铺”“味道
绝绝子”“美食界天花板”……近年
来，一些网络社交平台兴起博主探
店模式，博主将自己在餐馆、旅馆、
景点的消费体验在网上发布，有的
博主将消费过程现场直播，吸引其
他人前往消费。但与此同时，虚假
推荐、数据造假、恶意差评等乱象，
令消费者和商家叫苦不迭。

博主探店日趋火爆

“粉糯香滑，无敌挂汁”“超好
吃，值得一试”……打开小红书、抖
音等社交平台，不少探店博主在卖
力推介各种美食、景点。

“网红”博主探店的影响力日益
强大。全职或兼职做探店博主，已
成不少年轻人的职业选择。《2022抖
音生活服务探店数据报告》显示，
2022年抖音生活服务创作者人数超
1235万人，累计发布探店视频超过
11亿个，合作订单量同比增长
965％。

但与此同时，不少消费者频因
被误导而“踩坑”。广西南宁消费者
黄凯说，曾在某平台上看到多名博
主推荐某餐馆，并推出“99元团购5
人餐”链接，看起来美味又丰盛。到
店品尝后发现，套餐中菜品分量远
不及视频中展示的样子，味道也相
当一般。为了吃饱，他无奈额外又
花了100多元。

过热的探店也引起部分商家不
满。南宁一家餐饮店经营者孙朋提
起探店就直摇头。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前来探店并声称要合作的博主
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来了
近20拨人。“起初还能招待餐食，但
数量太多我们也承受不起，后来就
都婉拒了。”孙朋说。

南宁知名美食博主“九哥”说，
探店的本质是为商家做广告宣传，
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直观的信息参
考服务，原本可以实现博主、商家、
消费者的“三赢”。但一些博主法律
素养、责任意识缺乏，收了钱就罔顾
事实夸大其词、虚假宣传，坑骗消费
者。

刷流量、勒索钱财现象多发

一些餐饮店负责人表示，有的
博主进来探店寻求合作时，声称自
己粉丝众多，能帮助店里引流；但合
作后，尽管观看数据不错，但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引流效果，消费人次和
收入并无明显增加。

“九哥”介绍，现在一些平台博
主买粉丝、刷数据等现象多发。作
品发布后，如实际浏览量不好看，有
的博主便会找第三方公司来刷数
据，通过庞大的好评数据营造出流

量巨大的假象。
更有甚者，有的博主会抓住评

价机制的漏洞误导消费者，故意给
商家制造负面舆情，或者以差评为
筹码勒索钱财。

孙朋说，有一次他拒绝了一名
博主探店免费吃喝的要求，该博主
就在网上对餐馆发布各种恶评，如
服务差、难吃、食材处理不干净等
等。“好不容易积攒的口碑，差点毁
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花钱“消灾”。

“我们根本不敢得罪这种人。”广
西北海一家民宿经营者李开凯说，由
于走正式的维权手续比较复杂，商家
往往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某种
程度上也助长了不良风气。

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姚华介绍，探店乱象暴露出一
些网络平台对相关内容监管不到
位，对违规博主后续处置力度不
够。2022年，美食博主金某某因烹
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网上引
起广泛争议。事件发酵后，该博主
被警方带走调查。不久前，该博主
在消失数月后更换“马甲”，再次以
美食探店博主的身份回归。

据了解，目前，有的平台发布了
《餐饮探店规范》，对商家和网络达
人探店推广行为进行了一定限制。
但业内人士介绍，整体而言，目前行
业仍处于约束少、难规范的状态。

重塑市场信任 规范行业发展

“博主探店乱象会损害消费者、
经营者的权益，破坏公平、健康的市
场环境，对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公信力
和长远发展也将带来损害。”姚华说。

业内人士表示，应规范探店行
为，严厉打击扰乱平台环境、破坏平
台生态、违反法律法规及平台规则
的各类行为，竭力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

授杨志和表示，相关平台应强化主
体责任，对探店行为设定相应规范，
明确商家和网络博主在探店合作中
应遵守的规矩和权责；对弄虚作假
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和打击，打造更
健康的行业生态，赋能平台经济。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李传文认为，对一些博主恶意差评、
数据造假等行为，监管部门应进一
步规范整顿；对问题性质严重、多次
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的探店博主应
当封禁账号，纳入“黑名单”，不允许
以更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

“卷土重来”。
3月10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召开

全国网信系统视频会议，部署开展
“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
项行动。会议强调，要探索运用经
济手段强化“自媒体”监管，对违法
违规、违背公序良俗骗取网民捐赠、
用户打赏，获取流量变现、广告分成
等经济收益的“自媒体”，要堵住其

“问题流量”和牟利途径。姚华建
议，相关监管部门可将规范探店行
为纳入专项行动中，打击流量造假、
网络“水军”，避免监管空白。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
书长唐楚尧表示，探店对促进线下
消费有一定积极作用，博主应本着
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强化自我约
束，分享客观真实的探店体验，避免
虚假宣传。经营者一方面要重视线
上推介，另一方面要踏踏实实做好服
务提升消费者体验，以高质量赢得好
口碑。消费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推广
信息，要擦亮双眼，不轻信网络推介，
权益受损时及时向平台举报。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覃星星
农冠斌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
城县公安局12日发布消息，
办案民警侦破一起公安部督
办的毒品案件，摧毁一个特
大跨省贩毒网络，共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80名。

2022年初，宁城县公安
局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
当地一居民长期吸食毒品。
民警循线调查发现，其毒品
来自辽宁的吕某、杜某。经
研判，吕某、杜某均为贩毒链
条末端人员，其背后存在一
个贩毒网络。

办案民警辗转内蒙古、
辽宁，梳理所掌握的涉毒犯
罪嫌疑人情况，摸排出辽宁

营口的大宗贩毒组织者刘
某。但民警深挖发现，其背
后还有一个隐藏在湖北的上
线贩毒团伙。

经数月深入侦查，民警
梳理出一个多达9个层级的
特大跨省贩毒网络。2022年
5月至11月，办案民警陆续组
织对内蒙古、辽宁、湖北的涉
毒团伙收网，共抓获涉毒违
法犯罪嫌疑人80名，缴获冰
毒651.06克。

经讯问，刘某林等3名犯
罪嫌疑人对他们的洗钱行为
供认不讳。目前，案件还在
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记者 刘懿德 贾立君

内蒙古摧毁一个特大跨省贩毒网络
抓获80名嫌疑人

中国龙家族再添新成员
两恐龙种被证实为中国龙属

新华社昆明4月12日电
（记者王安浩维）中国龙家族
再添新成员。近期，三叠中
国龙、中国双嵴龙被证实为
中国龙属的两个种，相关成
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
《历史生物学》上。

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泽川、
尤海鲁以及禄丰市恐龙化石
保护研究中心王涛共同研究
撰写的论文《中国云南禄丰
早侏罗世兽脚类恐龙三叠中
国龙一新标本》近期登上国
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
该文系统介绍了三叠中国龙
的特征，并证实三叠中国龙、
中国双嵴龙为中国龙属。

三叠中国龙是兽脚类恐
龙中国龙属的三叠种，1938
年在云南禄丰被发现，并于
1948年被命名。三叠中国龙
模式标本保存不好，研究者

一度认为三叠中国龙就是一
种中国双嵴龙。

2015年11月，研究者在
禄丰大冲后山发现1个三叠中
国龙完整头骨以及关联的11
节颈椎化石，长期研究后发现
三叠中国龙化石的三个独有
特征：一是存在一条从上颌骨
腹侧到鼻嵴发育的垂直嵴；二
是眶前窗的腹侧边界主要由
颧骨的前突围成；三是鼻骨、
泪骨和前额骨之间有个开
窗。经确认，三叠中国龙是中
国龙属一个有效恐龙种。

此外，该项研究还进一
步证实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发现的中国双嵴龙也是中国
龙属，而非之前认为的北美
双嵴龙属，三叠中国龙与中
国双嵴龙这两种相似的恐龙
原来是同一属下的不同种。
两个物种得到确认，让中国
龙家族再次壮大。

变味的“博主探店”：

给钱就夸上天 不给钱就抹黑

广西柳州市柳城县古砦仫
佬族乡是我国唯一的仫佬族
乡，境内传统古村落、古建筑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日
前，古砦乡大户村、古砦村被列
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古村落的古朴韵味吸引不少绘
画爱好者慕名前来写生，感受
传统村落的魅力。

图为 4 月 10 日，绘画爱好
者在柳城县古砦仫佬族乡大户
村滩头屯写生。

新华社发（黎寒池摄）

描绘古村忆乡愁描绘古村忆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