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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崩塌与重建
文 /陈柯羽

近期，一件事关全国人民

生命健康的“大案”牵动着社

会各界的心。7 月 15 日，国家

药监局发布通告指出，长春长

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生产狂

犬病疫苗的过程中，存在严重

造假问题。事情一经曝光，立

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药品安

全问题屡屡发生，从 2008 年三

鹿“毒奶粉”事件，到 2016 年

山东非法疫苗案，再到此次长

生生物的疫苗案，此类事件的

每一次发生都会招致全体国民

的集体性恐慌，长此以往更会

动摇市场和民众对中国企业和

中国制造的信任。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的

高速增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与此

同时，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传

统诚信道德观瓦解之后，属于

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体系和配

套法制体系建设滞后，使得诚

信危机和信任缺失成为我国经

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一个严重

问题。企业为压降成本、赚取

高额利润，制假造假、偷税漏税、

恶意欺诈等行为十分普遍。

诚然，经济利益最大化是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但真

正持久的经济效益必然来自于

诚信经营。市场经济中商品交

换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若

一方不守信用、违背等价交换

原则，则会丧失对方信任、动

摇交换的基础，从而使交换活

动无以为继。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深化，信用交易的比例日

益增加，诚信更是成了企业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赢得客户信

赖、维持长久发展的一项核心

竞争力。那些贪图眼前利益而

不惜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利益的

企业，最终葬送的还是其自身

存在的基础。

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也

给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再次敲响

了警钟。对企业和企业管理者

的道德教育固然必要，但完善

法律法规和监管，从根本上铲

除企业失信行为乃至违法行为

发生的土壤同样紧迫。如何建

立起一张防微杜渐的制度之网，

而不是总陷在后知后觉的被动

局面中，是必须被考虑的问题。

毕竟像是假疫苗、毒奶粉这样

的事件，其发生、影响及流毒

是绝不止于眼下的。

信任的崩塌只在顷刻之间，

信任的重建却是个极为漫长的

过程。建立健全规范企业信用

行为的法规体系，建立全国统

一的企业信用档案和真实可靠

的信用评估体系，严肃奖惩机

制，强化舆论监督，都是从制

度上重建信任的必由之路。

在交换关系日益复杂和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环

境中，市场主体已串联为一个

建立在互信之上的彼此依赖、

相互制约的链条，每个市场参

与者的利益和整个市场的秩序

都有赖于链条的完整牢靠，任

何环节的松动都会动摇整个市

场的稳定性。要维护好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运

行、营造出相互信赖的良性市

场氛围，既需要市场参与者对

诚信道德与市场经济规律的深

刻认知与自觉遵守，也离不开

自上而下的制度规则的及时构

建与完善。

长春长生疫苗事

件的背后是对于

诚信社会的又一

次冲击和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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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文物“活”起来方能走进民心
文 /谌俊雅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的意见》，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专门

针对革命文物的中央政策文件。

在文物利用方面，要求深入挖

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

元素，传承红色基因，传播革

命精神。

随着公众对于文化消费需

求的大幅提升，革命文物的利

用存在大有可为的空间。然而，

近年来，国内的文物利用并没

有一个恰当、通用的模式可以

借鉴。

一些旅游地的文物利用方

式单一，缺乏新鲜感、趣味性。

展览效果差强人意，人们参观

浏览后刺激了当地的消费，却

难以获得文化的共鸣。尤其在

革命文物的利用上，由于缺乏

新颖的表现力以及多元的传播

渠道，文物的价值并没有真正

走入大众的视野。

在面临革命文物利用、影

响不佳的形势下，此次《意见》

结合实际，高度重视革命文物

利用途径、展示水平、传播方

式的拓展和创新。

革命文物是中国道路形成

的见证，是革命文化的实物载

体，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历史和优良传统。要利用好革

命文物，让其突破时间的障碍

发挥作用，就不能忽视大众的

审美需求，要结合技术和艺术，

让文物“活”起来。

当下，有部分文物、古迹

在探索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的过程中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3.0》

运用数字技术提供沉浸式的交

互体验。展览将科技与艺术融

合，达到画卷中的人物动起来、

画卷中的建筑实物化的效果，

实现了让观众在“画中游”的

感受。参观者不仅可以坐在“孙

羊正店”大酒楼内感受汴京城

的气息、光影，还可以乘船品

味汴河两岸的绮丽、繁华。人

故宫博物院《清

明上河图 3.0》运

用数字技术提供

沉浸式的交互体

验，这种方式为

革命文物的传播

利用提供了借鉴。

们“到此一游”后留下无穷回

味的空间，不仅增强了对于文

物、历史的兴趣，还挺高了品

味文物的能力 , 使文物的价值

得到了真正的传播。

说到底，“活”表现出的

是人与物的互动，前世与今生

的重逢。革命运动、重大革命

历史事件或者与英烈人物有关

的重要史迹、实物等，蕴含着

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崇

高精神价值和优良革命传统，

只有在与人的互动交集中才能

焕发生机、启示后人，否则，

或是孤零零地躺在陈列馆，或

是被遗忘在远郊。制定《意见》

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

帮助大众理解并学习革命文物

蕴含的精神内涵，是我们仍需

持续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