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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则关于重庆“潮汐公
厕”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
许多网友留言表示“没见过”，这座
公厕凭借独特设计和便民功能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

近日，记者在巴南区柏君大道典
雅·布莱顿庄园旁找到了这座“潮汐
公厕”。走进公厕可以看到，在普通
的男女厕所里面，还有一个单独设置
的门，门上写着“潮汐卫生间”。潮汐
卫生间内共设有两个蹲厕，与普通厕所
配置一样，都能通过门上的电子屏幕看
到厕所里是否有人。

潮汐卫生间就是在高峰期时可以按
需调节男女如厕的人数。据该公厕环卫
保洁员王运碧介绍，生活中常常会出现

“女厕排起长队，男厕畅通无阻”的情况，潮
汐卫生间能够实现男女厕快速切换。当锁
住男卫一侧的潮汐门时，厕间就调整为女士
使用；当锁住女卫一侧的潮汐门时，厕间就
调整为男士使用。

记者了解到，该公厕周边不仅有大量居
民，还有大型工厂，早高峰时，工人们和居民们
都会使用这个公厕。市民张女士说，在高峰时
段上卫生间，以前往往要排队10分钟以上，潮
汐卫生间开放时虽然只有两个蹲厕，但也基本
能减少一半的等待时间。

记者从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重庆潮汐
公厕的推广始于2021年，是重庆市“公厕革命”中
引入的智能化创新举措。潮汐公厕可动态调节厕
位，通过传感器监测人流性别比例，实时开放中间

“潮汐区”，通过智能门灵活切换男女厕位，高峰时
段女厕位可增加30%以上，缓解高峰时段女性如厕
排队问题。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市
已有南岸区、渝北区、巴南区三区建成潮汐公厕，今后
将在有条件推进的新建改造公厕中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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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上“S蛋”“鱼塘”暗语叠满
虚假的交易与伪造的好评

记者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上搜
索“刷单”“控评”“水军”等关键词，各
大平台均出现了明确的提醒和警
告。然而，当记者在小红书上输入“S
蛋”“鱼塘”等替代暗语时，却搜索出
了不少隐晦的内容。

按照知情人士提醒，只要在小红
书等社交平台的搜索中使用暗语或
同音字，就能在网上找到这些暗藏起
来的水军机构，这些正是发布者为了
躲避网络平台监管使用的一个小伎
俩。这些网络水军机构通过某些特
定的暗号，在网上大量招募水军、发
布刷单接单的帖子。

记者联系上了一位名叫KIKI的
水军中介，她告诉记者，这个生意明
码标价：正面的评论1元1条。他们
现在正为电商平台招募真人，为一款
洗护用品进行刷评引流。还手把手
教记者如何快速刷评论。在KIKI的
指导下，记者给该品牌的防晒喷雾刷
了一条正面的评论。这位水军中介
告诉记者，网络水军的刷评策略很简
单，就是通过招募普通消费者，伪装
成“已购用户”，在评论区发布中介指
定的颇具诱导性的虚假好评。而这
些产品，他们自己也没用过。随后，
记者通过网络跟帖又领取到了一个
为不锈钢壁龛刷好评的任务。按照
该淘宝店家的指示，记者拍下该店铺
标价829.9元的不锈钢壁龛，通过客
服改价付款95元后，记者就收到店
家转账100元，包含了5元佣金。店
家还发来产品照片以及好评文案，要
求记者确认收货后再评论。而该订
单在商家没有真实发货的情况下，物
流信息却进行了实时更新。

店家仅花5元，就在淘宝交易平
台上买到一个好评。真实用户的账
号、真实的物流信息、看似合理的网
购过程，背后其实是一次虚假的交易
与伪造的好评。商家如此操作，恰到
好处地规避掉了电商平台的算法监
测。

记者在一个网络水军的刷单业
务群中发现，刷手们每天都会根据群
里发布的刷单需求，按照群主的要求
发布指定的文字和图片，在小红书上
的商品体验帖下进行评论，由此打造
出一批貌似生动真实的用户评价。

除了伪造客户刷单，为出现负面

评价的品牌“洗白”，也是网络水军刷
评获利的重点。中介招人、专职编辑
安排发帖内容，刷手们只需要在评论
区配合推销、演戏，便成功操控了消
费者了解真实信息的途径。

复制粘贴，点击发送，探店不用进店！
大众点评成了“商家自评”？

不光是网络水军在暗中操作牟利，
个别正规平台为了整体流量和利益，也
在暗中撮合这种刷评、控评模式。

在大众点评推出的“探店项目”
中，分为必须到店和自由探店两种模
式。所谓“自由探店”就是商家允许
用户不到店进行线下观察和体验，但
却要写出真实可信的用户体验角度
的探店笔记，有的甚至还主动提供照
片和笔记文案。

记者获得了某个探店任务，该店
采取的是自由探店模式，且不提供免
费体验服务。商家对到访的记者感
到很意外，并告诉记者，大部分人都
是通过线上联系，根据他们提供的图
片和文案给平台提交探店笔记。

记者又来到一家需要“必须到
店”的医美机构。工作人员仅仅带领
记者参观了8分钟，只完成了简单拍
照和交流。事后，却要求记者在笔记
中着重介绍店里的黄金微针项目，还
要提及一位记者从未见过的医生。
在没有任何真实体验该项目的情况
下，记者仅凭在门店拍摄的照片，根
据工作人员的要求，结合其他探店笔
记，就完成了一篇图文并茂的体验式
探店笔记，10天后，记者收到大众点
评平台支付的12.96元的报酬。

随后记者在另外几家探店体验
中都发现，无需体验，不用探店，但需
要用户根据商家提供的图片和注意
事项，编撰出真实体验后的笔记。最
终记者发表某心理咨询室的探店笔
记，获得了12.44元的报酬。

QQ 音乐、抖音、快手……
虚假涨粉与举报封号
“捧”与“杀”的生意经

除了刷好评、刷口碑外，为用户
虚假涨粉，也是水军刷手的一条重要
生财之道。在中介向记者推荐的一
个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个号称是“综
合多平台业务网站，自助下单”的非
法网站。

这是一个名叫聚訫平台的网站，

其实是一个高度集约化的信息灰产
平台。它采用一站式自助下单服
务，其灰

产业务覆盖了几乎所有互联
网平台的各类型账户下的各种数
据业务，从涨粉、播出量、引流、控
评，面面俱到。

记者通过给QQ音乐、抖音、
快手的账号买量的体验中发现，
这个平台通过一站式的前台网
站大量接收订单和业务，配备
了在境外运营的专业技术团
队做支撑和客服团队做运营，
背后则链接了一批数量庞大
的手机设备群控公司以及利
用真人用户来刷评的水军
业务团队。

在聚訫平台的各项服
务中，“举报业务”是该平
台排名第一的业务序列，
也是水军们开拓的“新生
意”。水军利用互联网平
台治理规则进行反向操
作，通过威胁封号来敲
诈勒索，进行牟利。

甚至，从事此业务
的水军们还形成了“封
号圈”的细分业态。通
过拜师学艺、开宗立
派，网罗了一些青少
年和无业人员从事
这项工作。

据央视财经

记者接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网络平台上吐槽某商品不好用的差评
帖，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并且发现在好多直播电商平台的差评区里，充斥
的竟然都是各种好评和夸赞帖。究竟是谁，在互联网各大平台上操控舆
情，兴风作浪呢？

揭秘网络水军“黑生意”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
屈事、不平事、
新 鲜 事 告 诉
我们，记者帮
你办

“潮汐公厕”
现身巴南
男女厕快速切换缓解
排队尴尬

随着城市的发展，“潮汐式”理念渐渐被运用到不同领域
中。在重庆，除了潮汐公厕，还有潮汐车站、潮汐车道、潮汐车
位、潮汐摊位……你知道多少？

潮汐车站 6号线光电园站是重庆轨道交通最为典型的潮汐
车站。车站高峰时段小时客流可以高达1.9万人次，日均进出站人
数高达7.4万人次。为应对潮汐客流，近年来光电园站由最开始的
16台闸机增加至30台，并设置了6台安检机（其中4台用于高峰期乘
客进站，2台用于预约通道乘客进站）。此外，车站在早高峰期间还将
主通道内扶梯换向运行，加快出站速度，避免站厅、站台的客流积压；
晚高峰时段，则设置进站迂回通道，以此来保障车站运营秩序。

潮汐窗口 2024年夏天，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西彭派出所
坚持了20年之久的“潮汐窗口”在互联网上“出圈”，由于与辖区群众作息
时间“对表”，在赶场日和周末加开便民窗口，被网友点赞评论：“从‘背篓
专线’到‘潮汐窗口’，重庆这座城市的温度我们一直看得见摸得着。”

潮汐车位 2024年8月，九龙坡区将万象城及万象里的3550个车位设
为潮汐停车位，缓解该区域夜间停车难；2024年9月，南岸区铜元局在亚太
路设置“潮汐”路边车位，每天晚上8点到次日上午7点开放，既满足了附近居
民夜间停车需求，又避免了高峰时段路面拥堵，实现了道路资源的高效利用。

潮汐摊区 2023年，南川区探索设立了“潮汐摊区”。所谓的潮汐摊区，
是指在城市小区、街心公园周边，划定区域供菜农和果农贩卖经营，实行定时、
定点管理。自从有了潮汐摊区，流动摊贩有了固定的“家”，卖菜不再“东躲西
藏”，市民顺道就能买个菜也方便了，摊贩生意也更好了，收入也增加了。

新重庆-重庆晚报记者 张春莲 张馨允 实习生 高燕

潮汐车站、潮汐车位……
“潮汐式”新事物你知道多少？

这个公厕内设置这个公厕内设置
有潮汐卫生间有潮汐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