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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从社交媒体圈关注和购买“网红”产品早已不

是新鲜事。“网红”进口零食、减肥产品、化妆品……各种眼

花缭乱的网红产品信息大量充斥着朋友圈，不少年轻人更

是争相“拔草”。

你买过“网红”产品吗？买来的产品是名副其实还是

与宣传不符呢？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不少“网

红”产品并非如宣传里的靠谱，多数皆是通过夸大其词的

宣传甚至造假炮制的。

□ 过孝露 记者 王玮伟

现象 ：各类“网红”产品备受青睐
从“网红”店门口顾客排长队，到荣誉证书数不胜数，

再到用户体验好评爆棚……许多年轻人的朋友圈，时常转

发一些时尚、流行的“网红”产品。比如，“网红”减肥产品、

进口零食、化妆品、奶茶、运动鞋等等。各类眼花缭乱的

“网红”产品让人应接不暇，不少年轻人之间聊天也会说，

“某某网红产品，你拔草了么？”

合肥市民小赵的女友是一名“网红”产品的资深追随

者。小赵告诉记者，女友经常网购各种“网红”零食、化妆

品，外出吃饭喝饮料也要带着他去“网红”店。对此，小赵

也表示很无奈，自己也辨别不出产品的真假，担心女友“走

火入魔”，购买了不靠谱的“网红”产品。

“年轻人的朋友圈，如果没有一些‘网红’产品的宣传信

息反倒不正常。”合肥市民柳女士告诉记者，她会经常收集一

些“网红”产品的信息，根据自己和家人的需要进行选择。“我

觉得‘网红’产品有一些真的挺不错，很多好评，性价比也较

高，但也遇到过几次不是特别靠谱的‘网红’产品”。

担忧：追捧的“网红”美食被曝不合格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了近期未准入境的食品信息，检

出安全项目不合格并未准入境的食品 85 批、化妆品 4 批。

其中就包括一些“网红”产品。如来自日本的前田小馒头

（五连包）因超限量使用营养强化剂钙未准入境。来自泰

国的 Minerva 蜜娜瓦扑克橙汁、Minerva 蜜娜瓦扑克苹果

汁等因标签不合格未准入境。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海龙

王凤梨酥等，也因标签不合格未准入境。1.6 万千克产自

爱尔兰的冻黄道蟹，因镉超标不合格，2.5万千克产自阿根

廷的冻阿根廷红虾，因污秽腐败不合格……

7月17日上午，我省省市联合对“网红”饮品店的现制

现售奶茶和果蔬汁进行专项检查，采取例行检查与抽检相

结合的方式，对鲜芋仙、coco 都可、星巴克、卡旺卡等 8 家

“网红”饮品店开展检测。其中，发现多家饮品店存在问

题。如淮河路步行街的一家奶茶店，食药监部门在店铺工

作间现场发现了一盒过期的麻薯，盒子上用黑色字体清晰

标注着“制造20171204”和“ 有效20180602”，很明显这盒

原料已经过期了1个多月。

与此同时，朋友圈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高颜值”“纯天

然”的“网红”手工制作的食物，然而这些手工制作的纯天

然食品也许并不健康。即使它们真的不含添加剂，但也存

在食材不易储存、食物保鲜时间短、食品质量安全状况不

明等问题。

对于网购消费者来说，由于缺乏生产方的信息，一旦购

买的“三无”自制食品出现了问题，维权的难度会很大。当

然，自制食物的安全隐患不仅可能存在于商品身上，日常生

活中，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食物也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假货：“网红”减肥产品含禁药成分
“‘网红’减肥饮品月瘦20斤无效退款”“明星都在用的

排毒瘦身产品”……朋友圈里，“网红”减肥产品的宣传繁

多，吸引着不少爱美女士。

不过在现实中，却经常有减肥产品含“毒”的负面消

息。今年3月份，安徽淮北一男子在无任何资质的情况下，

通过网站和微信方式销售标示为某进口品牌的减肥胶囊

等产品，后经警方查明，该男子销售的减肥胶囊中含有国

家禁止添加的西布曲明等成分。

不久前，江苏警方也破获了一起特大假减肥药案件。

消费者朱女士购买了一款名为“左旋肉碱咖啡王”的“网

红”减肥产品，但在服用之后不仅没有达到减肥效果，反而

出现了头晕、心慌和呕吐等症状。后经过权威部门检测，

该款减肥产品被检出含有禁药西布曲明等成分。

在走红的减肥产品中，有极大一部分标榜着“一天见

效”“月瘦 5~30 斤”等字眼。如果你要追问它们是如何做

到见效如此之快的，答案可能便是添加了诸如西布曲明

和酚酞等违禁药物。除此之外，这些网红减肥产品往往

都具有低成本、高价格的特点。通常情况下，一盒减肥产

品的价格在 300~800 元不等，但其成本仅仅只有几十元

甚至更低。

“网红”产品火热背后存隐患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为了打造“网红”产品，推手们也

是脑洞大开，线上花钱刷“赞”，线下雇人在门店排长队，夸

大产品的功能；虚构各种奇葩的荣誉，自抬身价；合成加盟

代理商“喜提车房”之类的照片，虚假炫富。有些营销手段

已经涉及违反广告法。

浩浩荡荡的排队大军，吸引路人的眼球，殊不知，这些

排队的人有可能就是“托”。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千万不

要盲目迷信“排队”效应，理性消费，以免上当受骗，费时又

费力。同时，也请消费者不要去贪小便宜，成为商家制造

假象充场的“排队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 QQ 群里经常会有人发布

信息招收排队充场的学生兼职。一位市民告诉记者，这种

兼职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相当于充当群众演员，排排队撑

撑场面即可。

此外，虚假的“好评”也不新鲜。据透露，在一些热门

社交平台上，都有职业买手、网络大 V 等通过写“用后感”

制造“网红”产品，但实际上写手并没有用过这些产品。

门口顾客排长龙、用户体验好评爆棚……

“网红”产品这棵“草”该不该跟风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