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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治”在沙洲的成功实践，得到了

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

俊的充分肯定。很快，陶山镇党委决定

在全镇予以推广“贤治”模式，充分发挥

新乡贤参与乡域社会治理的独特作用。

据悉，所谓“贤治”模式，即积极引导

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推动

形成村社多元共治的一种创新模式。陶

山镇 10 多万户籍人口中，有两万多人在

外，其中不仅有 20 多位全国各地商会会

长，还有活跃在侨界、政界、文教界等领

域的能人。

2019 年 10 月，郑超豪当选陶山镇

新乡贤联谊会会长后，积极扩充新乡贤

资源库，凝聚内外乡贤力量，不断壮大

“陶山乡贤文化+发展基金”，牵头制定

了五项制度，推出“十个一”服务，助力陶

山搭建乡贤反哺家乡桥梁。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陶山农民面临“卖菜难”困境，一直在防

疫一线的郑超豪获知情况后，通过新乡

贤联谊会带动新乡贤积极出谋划策，帮

助解决了980亩蔬菜销售难题。

在郑超豪等人的带动下，乡贤反哺

家乡，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俨然成

为陶山的一股潮流和时尚。

引贤兴村，打造瓯窑古镇，建设新农

村；引领资本，变“衣锦还乡”为“资金资

源回乡”，助力广大青年、乡贤回村创业，

让科技、资金等要素向家乡汇聚⋯⋯

2020 年 9 月，在郑超豪等人的推动

下，陶山镇成立了温州首个乡镇级的“贤

调”志愿团，首批吸收88位新乡贤调解志

愿者，覆盖全镇 47 个行政村。乡贤的一

杯和解酒、一壶暖心茶、一席真心话，让基

层司法更有温度、更有力量、更有实效。

“近年来，陶山镇在努力探索一条

‘自治、法治、德治、贤治’相融合的新路

径，陶山的贤治探索还得到了省委领导

的充分肯定。这其中以郑超豪为代表的

陶山新乡贤功不可没。”陶山镇党委书记

陈阿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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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路上的
最美新乡贤

郑超豪：探索“贤治”助推乡村振兴

[人物名片]

郑超豪，男，1961年出生，陶山

镇沙洲村人，中共党员，高级讲

师。中共瑞安市委党校原党委书

记、常务副校长，崇德书院创始人、

院长，陶山镇新乡贤联谊会会长。

为约束互联网贷款业务风险，相关监

管规则陆续出台，制度短板不断补齐。业

内人士强调，未来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开展

合作，应避免成为单纯的资金提供方，需坚

持风险判断的独立性。通过加强动态风险

管理、贷中业务评估、贷后风险监测保障业

务稳健发展。

银行积极调整

综合专家观点，互联网贷款可以分为

助贷、联合贷款和自营贷款三类。自营贷

款对银行自主风控能力要求比较高，而借

助互联网机构的金融科技实力进行导流和

风控的助贷和联合贷款，是众多中小银行

开展互联网贷款的常见模式，在消费贷和

小微贷款中的规模不容小觑。

今年以来，互联网贷款领域监管持续

加码，多家银行正根据监管要求调整业务

发展方向。

宁波银行董事会日前全票审议通过了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贷款业务规

划及管理制度》，这是7月互联网贷款新规落

地以来，首家银行公告披露相关业务规划。

苏州银行在回答机构调研提问时明确

表示，该行数字银行总部与互联网头部企

业存在合作关系。截至 9 月末，通过互联

网平台发放的贷款余额规模为 55 亿元左

右，主要为消费贷款。在后续与互联网平

台的合作中，将维持平台合作贷款规模平

稳，着力自营类互联网贷款。

苏农银行表示，该行目前有互联网助

贷业务，但整体规模不大。结合前期与科

技公司在大数据利用方面的合作经验，目

前正与地方大数据管理局开展相关合作，

尝试逐步推进本地自营网贷业务的发展。

“我行在消费贷款方面与某小贷公司

开展了联合贷款业务，但体量很小。由于

监管要求原则上不得异地经营，当前正在

逐渐压缩省外的联合贷规模。”某城商行零

售部负责人说。

联合贷模式生变

对于第三方机构而言，联合贷款模式

正面临转型。《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单笔联合贷款

中，经营网络小贷业务的公司出资比例不

得低于 30%。事实上，在以往的联合贷款

模式中，部分小贷公司出资比例低至1%。

光大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刘杰表示，在

网络小贷新规约束下，联合贷或向助贷转

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贷会完全退出，两

种模式并存或是一个相对合理的结果。

刘杰称：“一方面，在助贷业务中，平台

一般不出资，仅收取合作金融机构支付的

服务费或佣金，利润不及联合贷；另一方

面，在助贷模式下，助贷平台仅仅承担接受

客户申请、初步筛选、把关和推介的职责，

合作金融机构缺乏安全感，往往基于自身

风控机制将部分弱资质客户排除在外，从

而影响产品体验度。”

某股份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

们的确不太信任助贷平台提供的风控数据。”

就其所在银行而言，风控仍由银行来做，因此

不免会将一些弱资质客户排除在外。

坚持风控自主性

不可否认，互联网贷款极大提升了金

融服务效率，尤其是疫情之下，无接触贷款

已成为银行支持复工复产的重要手段。但

在互联网企业不断进入金融领域的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仍需防范。

谈及未来银行应如何开展互联网贷款

业务，刘杰认为，应强化助贷机构的准入和

退出管理，及时终止与存在风险隐患和违

规行为的中介机构合作，严格把控风险关，

严禁将风控授信决策外包，增强合规经营

意识。部分银行自身风控机制不健全，往

往会把风控和授信决策外包，基本按照助

贷机构给出的建议执行，一旦出险，风险将

迅速传染至放贷机构。

前述城商行人士认为，互联网贷款因

无法实现必要的客户面谈、面签，虽然通过

技术手段开展了必要的身份核验手续，但

一旦发生贷款违约，仍然存在举证困难和

催收不达的法律风险。对此，银行首先应

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利用可靠途

径，以可靠方式获取信息或数据，采取合理

措施识别、核验客户真实身份，确定并适时

调整客户风险等级。同时，银行应通过加

强动态风险管理、贷中业务评估、贷后风险

监测保障业务稳健发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

室主任尹振涛强调，开展相同的业务一定

要执行相同的监管规则，不能因为是科技

公司去开展助贷业务或联合贷款，就可以

突破ABS的杠杆率，或突破风险与成本的

匹配要求。同时，要坚持穿透性原则，无论

合作机制多么复杂，资金来源、风险管控等

环节都应穿透到风险承担方。

（据《中国证券报》）

约束互联网贷款风险 制度短板不断补齐

新乡贤是新时代的乡贤，是共同富

裕的带头人，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是

文明乡风的推动者。

截止今日，瑞安市十大新乡贤系列

报道告一段落，但新乡贤一直在逐梦路

上，奋斗不息。

新时代，呼唤新乡贤；新征程，期

待新作为。期望通过对新乡贤优秀

事迹的宣传，助力我市以“贤治”推动

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促进乡村振兴、

加强基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有序有

为有效，为至美瑞安建设凝聚起磅礴

智慧和力量。

（陈瑞建）

■记者 金邦寅/文 王鹏洲/图

他发起创立了11个民间慈善基金，创新精神慈善模式和全民慈善理念；他创办公益性质的崇德系列事业，创建宣传和践行公益慈善平台；他探索新时代

“贤治”模式，助推家乡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他就是崇德书院创始人、陶山镇新乡贤联谊会会长郑超豪。

经过数年实践探索，郑超豪提炼总结出了以“贤政、贤智、贤资、贤调”为主要内容的“贤治”内涵，充分发挥乡贤优势、激活乡贤资源、凝聚乡贤力量，助力

陶山呈现出“乡村治理低成本、乡村振兴高效能、乡村社会更和谐”的良好发展态势。

“一个人的力量很单薄，当这个‘一’支

撑起无数个人，便会产生无穷尽爱的力量。”

这是郑超豪的工作笔记上的一句话。

郑超豪出生于医生家庭。1982 年就读

温州师范专科学校政治专业。1985 年进入

中共瑞安市委党校工作。2000 年起任瑞安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

在漫长的三十三年党校履历中，送走了

一批批党校学子，郑超豪留下的是一份份承

载了对党校学子的殷殷期待，还有对党和红

色精神更深的感悟。

自 2005 年以来，他发动全市乡贤力量，

发起创立了济困敬老、助学助医、奖学奖教、

乡贤发展及诚信道德奖励等11个基金，资金

总额逾 4000 万元，帮扶奖励对象超过 200

万人次，相继获得温州市道德模范、浙江省

慈善奖、“长三角”首届慈善之星奖等荣誉。

他创立了崇德书院、崇德慈爱站、崇德和合

之家等 7 项崇德公益系列事业，受到社会广

泛认同。

“很多慈善都是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

起，不一定要捐多少款，哪怕是一双援手，一

句公正良心话，一个救助电话。”郑超豪提出

了“人人可慈善，慈善需人人，慈善惠人人”

的理念，有力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慈善

公益事业。

2018年提前退休后，他应邀回乡助力沙

洲建设，把建设家乡当成人生中的第三件大

事，大大小小的实事做了“一箩筐”。

沙洲位于陶山镇南部，户籍人口 910 户

3725人，南临飞云江，东贯温州绕城高速西南

线，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温莪术基地、浙

江省慈善村，素有“云江沙洲，首善之村”美誉。

郑超豪在沙洲村民中具有良好口碑，素

有威望。2006 年引领村民修桥造亭，2007

年成立温州市首个村级慈善基金——沙洲

济困敬老互助基金，2008 年在沙洲创立陈

华鑫道德基金⋯⋯

进入新状态，沙洲的事就成了他的份内

事。郑超豪一心想为沙洲多做点事。让他

高兴的是，沙洲党建联盟总支（现为沙洲村

党委）班子很团结，大家齐心协力，都想着推

动沙洲发展。遇到难题大家会坐下来沟通，

商讨着解决；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被激发，在

多次党员义务劳动中，参与率和热情度都很

高，很多村民也自发参与进来⋯⋯

但郑超豪认为，沙洲发展还要靠从沙洲

走出去的事业有成、学有所成，分布在国内

外的沙洲人。通过叙乡情、话乡愁、展蓝图，

说历史、谈发展等让乡贤的力量回归释放。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调查、排摸，与村

民代表、党员、村干部们一起讨论，他首创制

定《打造“12345+”工程和沙洲全面振兴计

划》，起草《致全体沙洲村民的公开信》，召开

沙洲人大会，并发动了郑品海、吴存昆、郑隆

飞、蔡朋业、郑少波、郑孙炳等50多位新乡贤

投身沙洲建设和发展。

由此，沙洲村基层治理亮点迭出：成立温

州市首个村级“新乡贤参事会”，创建温州首

个村级新乡贤调解工作室，首创“三包三和”

承诺制，推出了“千亩养虾基地”，打造千亩温

莪术种植基地，谋划锦鲤养殖与观赏项目

⋯⋯村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新村“并心”成

效喜人，沙洲成为陶山村社融合的“标杆村”，

“善德沙洲、富美家园”愿景正逐步走进现实。

“在新乡贤助推沙洲发展的过程中，我

们提炼总结出了以‘贤政、贤智、贤资、贤调’

为主要内容的‘贤治’经验，探索一条可复

制、能推广的，以乡贤助推乡村振兴、贤治助

力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郑超豪介绍说。

创新“草根慈善”之路

探索“贤治”沙洲样板

助力陶山“四治”融合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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