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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业务“就近办”是什么？
答：“就近办”是市社保中心大力

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将社保业务
经办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群众的

“家门口”，实现了群众“办社保到银
行、办社保到镇街”，入选了 2023 年
市级“微幸福”民生工程。哪怕是住
在马山、阳山、鹅湖这样比较偏远的
乡镇，也可以享受到镇街和银行的
社保服务。比如，安镇街道作为第
一批社保服务“就近办”示范点，原
本新设企业社保开户、变更等业务，
需由单位经办人携带相关证件材料
跑到市、区社保窗口排队等候办理，
现在只需在安镇街道的综合业务窗
口就可直接办理。2024 年，市区社
保业务“就近办”合作银行有7家，分
别为无锡农商行、江苏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邮储银行；网点已达 300 余家，可办
理参保登记、证明打印等 71 项高频
业务，全年办理了约16万笔。

而且，群众去银行办理社保不仅
像在市社保中心一样可以享受到专
业的服务，还可以获得各家银行以

“社保+金融”为主题打造的“一行一
品”特色服务体验。目前，中国银行

“跨境外商”社银合作服务站、无锡
农商行“小圆”社保宣讲团、工商银
行“工行驿站”社保生态服务圈、交
通银行“贴息续保”直通车、江苏银
行“苏银养老金融”俱乐部、交通银
行“荣休仪式”服务点、建设银行社
保暖“新”补给站等七个特色品牌已
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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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刘娟/文、
摄） 4月18日，“服役”了17年的

“穆桂英”旧厂“退役”。“穆桂英”正
式迁入新厂，并于当日从无锡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手中领到
了新厂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我们
搬家即领证，领证即生产，新旧厂
房‘无缝衔接’，生产没受影响！”企
业负责人连连点赞，“这样的服务，
让我们意外又惊喜！”

“穆桂英”品牌始创于 1946
年，历经近80年的传承、发展，如
今已成为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老
字号。“2018年起，公司产值实现
跨越式发展，2024年度的产值更
是达到8000多万元。”无锡市穆桂
英食品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陆惠敏说，随着公司经营规模扩
大、销售模式创新和非遗传承的
需要，老厂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
需求。为此，该公司在梁溪区扬
名高新技术产业园内建设了新厂
——新厂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
除了生产、加工、存储等区域外，
还设置了直播、非遗技艺展示等
功能区。

按照相关规定，该公司此次迁
址，应当申请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
许可证变更。其中，食品生产许可
证的办理涉及现场核查等环节，企

业在办理许可证变更期间，可能需
要停产两到三周。

“我们生产的糕团等食品，都
是短保食品，不能大量备货。新厂
晚一天领到证，就晚一天开工，门
店的产品就得断供一天。按照我
们4月当季的经营情况来看，每天
至少减少10万元的出厂额。”陆惠
敏说，经营额还是次要的，企业更
担心的是，一旦停产会引发外界不
必要的猜测，影响品牌形象。

今年3月初，企业向梁溪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表达了担忧，并寻求
指导和帮助。此时，距离“穆桂英”
计划的迁址日期只有1个月的时
间。

考虑到“穆桂英”新厂址占地
面积大，现场审查是个“大工程”，
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将相
关情况上报，并迅速制定了个性化
迁址换证方案，倒排时间表，明确
各事项节点及要求，确保新、旧厂
房实现合规生产“无缝衔接”。

次日，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与梁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服
务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了从
材料准备、现场预审等办证事项的
全流程、“一对一”服务。

4月17日，“穆桂英”成功领到
了新的营业执照。18日，梁溪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经现场审查，确定新
厂符合领证条件。无锡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当日即为企业出具了新
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据了解，在无锡，“穆桂英”享
受的服务并非个例。近年来，无锡
市场监管部门不断优化审批服务，
行政许可工作从“窗内”走向“窗
外”，从事前、事后转向事前，助推
无锡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本报讯 4月18日，无锡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向惠山区阳山镇普
照村发放了全市第一张桃胶粉食
品生产许可证。这张证书宛如一
把“金钥匙”，将为阳山桃胶产业的
延链发展打开新大门。

走进无锡名研普照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在机械轰鸣中，一
盘盘经过清洁、烘干后的桃胶颗粒
被倾倒入进料桶，随着机器的转
动，一颗颗琥珀状的桃胶颗粒从管
道进入气流粉碎机，转瞬之间就化
作了细腻的白色粉末。“我们的桃
胶粉碎技术可以说是全国首屈一
指的，整套生产设备也是自主设计
的。”公司技术总监蒋士忠介绍说，
从桃农处收来桃胶后需经筛选、去

皮、造影检查杂质、二次人工修剪
等多道准备工作，按批次送检，确
保农残、重金属和细菌等指标符合
标准后方可进行加工。“整个生产
过程全自动，每小时可以加工约40
公斤桃胶粉，得率可达99%，几乎
没有浪费。”

长久以来，桃农一直依靠销售
水蜜桃增收，但如今水蜜桃的销售
进入了瓶颈期。2023年10月，国
家卫健委正式将桃胶列为“三新食
品”，意味着桃胶获得官方认可，给
阳山丰富的桃胶资源带来了新机
遇。在江大食品学院研发团队和
名研普照科技有限公司的攻关下，
桃胶成功实现了超细化研磨，目数
达到了1000目，解决了桃胶多年

来无法速溶冲泡的难题，为其工业
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市区两级市
场监管部门跨前一步，多次组织开
展专家论证和实地指导，协助企业
合法高效获得全市首张桃胶粉食品
生产许可证。针对桃胶粉的高效利
用问题，普照村与名研普照科技有
限公司紧密合作，依托江大食品学
院的配方，研发出了桃胶新产品。

“家人们，又见面了！通过一
年多的技术攻关，我们重磅推出

‘阳山桃胶复合纤维粉’，这款新产
品采用超微化技术，首次实现将桃
胶颗粒转化成桃胶粉……”在“普
照惠农甄选”直播间里，阳山镇普
照村党总支书记杨一飞向网友们
热情推介最新桃衍生产品。“据估
算，一棵桃树可采收1斤桃胶，1亩
地约43棵桃树，每亩地能为桃农
增收3000至5000元，还能为村集
体每年带来约20万元的增收。”杨
一飞兴奋地说道，全区拥有约3.8
万亩桃林，产值非常可观，要把这
个产业做好。

手握这张“王牌”，阳山桃胶产
业延链发展方向明确且多元。桃胶
粉经处理形成的粒子，质地松软易
吸水，可作为原材料销售，如作为小
料加入奶茶、咖啡等饮品中，替代珍
珠、卡拉胶等，契合大健康时代药食
同源的理念。背靠江大食品学院和
江大附属医院营养科的资源优势，
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具备医疗
健康、减肥代餐等功效的桃胶产
品。 （潘凡/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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