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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保有量增长的倍数有误，应为“300
倍”。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让好人得好报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也是激励大
家做好人的重要动力。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有许多
好人确实得到了好报，但也有不少迟迟未获回报。
换句话说，就是虽然好人得好报的概率较高，却尚
未成为规律。这一现象或多或少影响了一些人诚
信崇德的积极性。余姚的“道德银行”瞄准的正是
这一痛点，力图从制度上保障德者有得。

从以往的经历和经验来看，道德领域的建设多
以思想教育与精神鼓励为主，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
词汇正是“无私奉献”。用“银行”这种物质化、市场
化的形式来激励人们诚信崇德，会不会陷入“道德悖

论”？其实不然，虽说道德不能简单地用利益来衡量
和兑换，但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如果那些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的人们，还不如那些惯于走歪门邪道、
不讲诚信的人活得滋润，那么，“好人好报、德者有
得”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劣币驱逐良币”岂不是要
成为现实？

而以往所谓的“好人好报、德者有得”，或多或
少存在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等特点，如果某些
道德行为并非发自内心，一些实施者很可能因为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激励半途而废。余姚“道德银行”
以道德担保信贷，以信贷反哺道德，支持农民创业

致富的方式，为“好人尽快好报、德者尽早有得”提
供了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使其由概率
上升为规律，从而更好地达到引领良好社会风尚的
目的。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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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余姚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副主任
马金浩介绍了成立“道德银行”的始末。

“道德银行”是2012年余姚农村商业银行
推出的一项以道德担保信贷、以信贷反哺道
德，支持农民创业致富、营造“好人好报”文明
风尚的工作载体和服务平台。6年来通过不断
深化，建立健全了道德评价机制并丰富了道德
激励手段，成为助农支农的创新平台。

说起“道德银行”的发起，余姚农村商业银
行副行长孙继峰最有发言权。他介绍，2012
年，该行以临山镇的一个村作为试点村，通过走
访调研，以户为单位，对有贷款需求的村民进行
整理、建档之后，通过道德积分评定贷款额度。

2012年6月30日，该行确定了首批申请

道德银行的7名小微企业主，授信额度为10万
元。截至今年9月末，已有2.1万户农户通过
道德银行贷款，授信资金达到15亿元，有效解
决了农村担保难、贷款难、创业难的问题。

“老百姓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存入的是诚
信，取出的是贷款。”孙继峰说，余姚户籍总户
数为30万户，目前签约授信的已达7万户。银
行对农户的主要评判标准，品行是放在首位
的，再结合家庭经营收入、负债情况决定授信
额度。这样做也是本着“道德为先，以诚信为
抵押”的理念推行的。

对于授信额度的高低，孙继峰表示，一般
授信人为10万元以内，获评余姚好人等荣誉
的，授信额度为20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元。

存入的是诚信
取出的是贷款

“道德银行”引领
“好人好报、德者有得”

时代新风尚

“道德银行”——“让德者尽早有得”的制度保障

11月19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对余姚市深化“道德银
行”建设，大力弘扬“好人好报、德者有得”时代新风尚的做法
作了重要批示，高度肯定了这一做法。“道德银行”是什么，为
什么会成为推动文明风尚的标杆？昨日，记者来到余姚探访
“道德银行”的经验和成效。

“道德银行”是什么？
是一个“以道德担保信贷、以信贷反哺道德”的服务平台

“如果不是‘道德银行’的扶持，我的企业
发展不可能这么顺利。”在余姚临山镇邵家丘
村，从事包装生产的小微企业主何建良告诉记
者，他从1995年就开始从事包装生产，当年苦
于没有资金扶持，几次向银行申请办理房产抵
押、担保等手续，都因为农村房屋不符合抵押
条件等原因而作罢。5年前“道德银行”在村里
试点，自己就成了首批受益者。

何建良说，“道德银行”的手续简单，但有
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是个好人，没有任何不
良记录。与之前的申请手续相比，只要申请
人达到道德积分要求，最快一周就能办理贷

款手续。
“最可喜的是，‘道德银行’让村里的文明

守信蔚然成风，现在做好事的村民越来越多，
邻里互助都成了常态。”在邵家丘村的道德馆，
村党总支书记黄宝康说起“道德银行”发挥的
作用，也由衷点赞。

“‘道德银行’以‘文明为担保，道德做抵
押’，为农户提供了创业小额信用贷款的服务
平台和新途径。”黄宝康介绍。最为重要的是，

“道德银行”引领了村庄建设，小到孝敬老人、
义务劳动，大到奉献社会、见义勇为，都传递着
满满的正能量。

“道德银行”的实施内容及评分如何进
行？机制是如何建立的呢？

“道德银行加分评定标准为，遵纪守法行
为文明36分，热心公益支持发展14分，诚实
守信勤劳致富30分，家庭和睦邻里团结20分
等等。”余姚市文明办副主任马金浩介绍，余姚
建立了自然村、行政村、乡镇（街道）三级道德
积分管理办公室，开展道德积分评定量化、积
分统计审核和管理统筹工作，来确定“道德银

行”信贷资格。在规范评分程序方面，则是按
照“村民群众自评、评议小组月评、道德积分管
理办公室和领导小组季评”的程序执行。得分
越高的信贷额度就越大。如何根据积分放
贷？评分标准是以无不良信用、无犯罪记录、非
失信人员等为入门条件，道德积分高于80分者
可获贷款资格。在积分运用和拓展方面，还与
入党入团、争先创优、帮扶救助等挂钩，推动了

“道德银行”积分成果运用的多元化。

“车俊和郑栅洁等领导先后对‘道德银行’
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批示，也对‘道德银行’的成
绩予以肯定，基层需要这个载体和抓手，让‘好
人有好报’得以复制和推广。”余姚市委宣传部
常务副部长董朝晖说，2012年推出“道德银
行”后，他们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成效，形成了一
些深化思路。接下来面向新余姚人也会推出
新办法，帮助他们共同致富。

为深入推广“道德银行”，余姚还出台了
《余姚市“道德银行”道德评议实施办法》（试
行）等。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深
化“道德银行”建设的实施意见》，下步将从四
个方面深化拓展。一是全面推行“道德银行”

建设，二是面向所有银行推行，三是简化优化
道德评议流程，四是拓宽道德激励途径和手
段。

“从精神文明建设角度来说，不仅弘扬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更引领了诚信崇德的良好
社会风尚。”余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娇俐
表示，回头来看，“道德银行”提倡了“好人有好
报，德者有得”，对于推动社会诚信建设、道德
建设和基层基础工作意义重大。下一步还要
继续探索，建立健全以道德银行为平台、道德
评议为基础、好人评选为抓手、道德绿卡为载
体、道德激励为手段的新时代道德建设工作新
模式。 记者 孔玲 文/摄

“道德银行”做了什么？
帮助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更传递着满满正能量

“道德银行”的“门槛”是什么？
道德积分越高，信贷额度越大

“道德银行”的效果如何？
引领了“好人有好报，德者有得”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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