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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物皆可入粽”
的年代，传统味道会走
远吗？

对此，江苏省餐饮
行业协会执行会长于学
荣认为，为“老”美食赋予
的新味道，让更多年轻

人关注到传统美食，将
有利于“以新带老”，带动
古老味道的创新传承。

“我认为，这些层出
不穷的新馅料，满足了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是
一种传统美食的创新。”

于学荣认为，看似“奇葩”
的新粽子超越了食物本
身的内涵，通过新IP带
动传统文化，有助于当
下年轻人把对美好生
活、美味食物的追求融
入传统佳节。 (中新网)

“为用户着想？不过是怕自
己的用户流失罢了”，针对百度
App推出的新规，有网友说。

无独有偶，在百度App宣布
禁止页面折叠跳转之前，微信也
宣布关闭小程序外链，不再提供
小程序打开App技术服务。

在业内看来，各互联网平台
对“外链”如此敏感，就是希望建
设自己的生态闭环，避免为他人
作嫁衣。与之相对应，热衷于折
叠跳转也是为了给自家平台留住
用户，提升用户黏性。而在这个
过程中，“提升用户体验”是最好
的挡箭牌，想要引导下载时，用户
体验又成了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为了解决需要跳转阅读全文
的麻烦，网友各出奇招。例如，个
别小众浏览器可以安装插件，对

百度搜索页面进行优化，让百家
号文章自动展开，但大部分用户
还是在下载和卸载之间横跳。

商务咨询机构“三易生活”认
为，折叠跳转成为行业通行做法，
必然是因为网站运营方认为有利
可图。通过展开阅读全文的操
作，引导用户注册或下载App，
是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获客途径。

“开发者要的就是用户在网页上
不能获得完整体验，免于被搜索
引擎/浏览器掌控流量入口。”

如何平衡流量渴望和用户体
验之间的矛盾？该是平台跑马圈
地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业内人
士称，与其花招百出“诱导”下载，
不如提升内容质量和使用体验，
让用户心甘情愿下载App。

（北京日报）

内容看一半被折叠 欲知后事需下载

完整浏览网页为何这么难？
一条信息刚看了一半，突然页面提示必须再次点击或下

载指定App才能阅读全文，操作稍有不慎，手机就会跳转到应
用商店。无孔不入的折叠和跳转让用户体验大打折扣。

记者调查发现，“打开App，阅读全文”已经成为多数资讯
类平台的惯用套路。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上钩”，硬是阉割
了原本能在浏览器上完整展现的信息，然后通过页面弹窗、突
出显示等方式布设“陷阱”引导下载App，让人防不胜防。

用手机浏览器打开新浪财经
频道，可以看到，不少信息的标题
后贴着一个“App 专享”的标
签。点击该标题，页面会提示“该
文章为新浪财经 App 专享文
章”，并自动跳转到应用商店的

“新浪财经”下载页面。
那么，不是“App专享”的内

容能否顺畅打开呢？记者随机选
取了位置靠前的一条信息，点击
进入后发现只能阅读一部分内
容，完整内容被折叠了起来，热门
评论也只显示前3条。“它有一个
箭头的标志，你以为点开就能阅
读全文，结果一点就跳到了应用
商店。”网友说，除非下载App，否
则无法在网页上看到完整内容。

记者浏览发现，如果将这个
箭头标志单独计算，在手机一屏
的页面内，就有至少5个交互按
钮指向应用商店的下载页面，着
实成为“牛皮癣”一样的存在。用
户操作时一个“手滑”，就有可能
中招。

在不少资讯平台的网页上，
内容折叠和跳转已经屡见不鲜，
只是捆绑程度有所差异。例如，
腾讯新闻、手机凤凰网有“打开
App”的弹窗，但点击取消后可
阅读全文，不会自动跳转到下载
页面；网易新闻、搜狐网、36氪可
直接点击“展开全文”阅读；ZA-
KER没有折叠内容，但发表评论
也需要下载App。

近期，百度针对搜索落地页
推出了新的规则，要求百度App
内，通过搜索分发的页面，各级页
面主体内容在展示完全之前不允
许折叠。

百度方面表示，自《百度移动
搜索落地页体验白皮书5.0》上线
以来，针对“展开全文”的设置进
行了详细的说明规范，但仍然接
到了用户的大量投诉。为了让用
户快速便捷地从搜索中获取所需
内容，减少浏览信息的操作成本，
保障浏览体验，故出此新规。

然而，对于百度的“示好”，不
少网友并不买账。因为这种“打
开App，阅读全文”的操作，百度

自己仍在熟稔地使用。
记者在百度网站随机搜索关

键词，首页显示有一条信息，来自
某媒体在百度上开设的百家号。
点击进入后，页面下方马上弹出
一个菜单，提示可点击打开百度
App，或继续使用浏览器浏览。
其中，“打开”按钮为蓝色突出显
示，“继续”按钮则为极不显眼的
灰底白字。选择“继续”后，页面
只显示一部分内容，点击箭头标
志，页面自动跳转到应用商店的
百度App下载页面，再次点击返
回，才能回到原网页并完整显示
所有内容。如需查看页面中的高
清图片，也需打开App查看。

跳转按钮成了网页“牛皮癣”

百度名义禁止却仍引导下载

平台“圈地”借口提升用户体验

“新粽种”大肆比拼“灵魂馅料”
传统味道粽子“剥下”奢华包装坚守淳朴本味

端午打响“粽子大战”
又是一年端午节，各路粽子开始新一轮“卡位战”。
老字号美食店、新零售商家，甚至火锅店、奶茶店、咖啡店等都纷纷挤入赛

场，带上自己的冰雪粽、螺蛳粉粽、小龙虾粽等“新粽种”，大肆比拼“灵魂馅料”。
走进超市可以看到，传统味道的粽子“剥下”奢华包装，坚守淳朴本味；新型

口味的粽子以“网红粽”的姿态，拉近着传统节日与年轻人的距离。
这场“老字号”与“新国货”的同台竞技，并不是一场简单的“零和游戏”，而

是演化出1+1＞2的效果。

据盒马鲜生统计，
随着端午节临近，粽子
的销量不断上升。经典
口味的洗沙粽卖得最
好，本周销量比上周提
升40%。螺蛳粉粽、至

尊海鲜粽等新口味引发
年轻消费者们的好奇尝
鲜，销量不断攀升。

咸粽和甜粽之争，
到了“90后”“00后”眼
里已不是问题。在他

们看来，好看的粽皮千
篇一律，有料的“灵魂”
万里挑一。兼具“食
古”与“尝鲜”心态，年
轻群体渐渐成为粽子
的购买主力。

来自天猫的一组
消费数据显示，在6·18
购物节期间，“90后”成
为粽子消费主力，购买
人数和金额双双位居
各年龄段首位。6月1

日至7日，天猫平台上
粽子的成交订单增速
为 141%，成交金额增
速高达300%。

在南京一商超选
购粽子的陈小姐在受

访时表示：“这两年，我
很喜欢尝试一些新口
味的粽子。端午那天，
家里人吃老味道，我吃
新口味，也挺有节日氛
围的。”

随着短视频、公众
号的推广，新口味粽子
漂洋过海，也飞入华侨
华 人 的“ 寻 常 百 姓
家”。

“以前我们都是在

华人超市买粽子。现
在，我会跟着网上的教
程带孩子们一起包各
种口味的粽子。”旅居
新西兰多年的杨小姐
说，将中国传统美食与

流行元素“包”在一起，
虽然有时候味道“踩
雷”，但对于让孩子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
跟上“时代节奏”还是
挺有意义的。

经典口味的粽子依旧深得人心

“90后”成为粽子消费主力

新口味粽子漂洋过海

“奇葩”的新粽子为“老”美食赋予新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