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月30日上午，“无锡市政
协经济界服务个体工商户发展委员工作
室”启动仪式暨“锡小服”小程序上线仪式
在交通银行无锡分行举行，首批通过该平
台获得融资贷款的个体工商户产生。

“这次获得了100万元的融资，对于
我们的后续发展非常重要。”个体工商户
孟春是做布艺生意的，受限于资金条件，
有时候来了订单却不敢接，“从收到预付
款开始到收到尾款是有一个过程的，这期
间需要我们自己垫资，就导致了我们有时
候来了订单却有心无力，这次融资是解了
燃眉之急。”孟春介绍，从申请融资贷款到
放款，仅仅用了5个工作日左右。当天还
诞生了首批通过“锡小服”小程序获得融
资贷款的个体工商户。

据介绍，当前无锡市经营主体总量已
达116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总数已经突
破70万户，大数量的市场主体只有通过
数字化的平台才能更好为其提供服务；同
时，相对于大中型企业，这些个体工商户
经营压力大，同样更加需要进一步加大帮
扶力度。在此背景下，无锡市政协经济界
服务个体工商户发展委员工作室建立，收
集倾听社情民意，汇集各方发展资源；“锡
小服”小程序上线，为全市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解决融资难题。

“锡小服”小程序平台由无锡市市场
监管局与江苏无锡大数据交易有限公司
共同开发打造，是一个以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为服务对象的综合服务平台，通过
数据模型计算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

“锡小服指数”，并接通各大商业银行信用
贷产品数据调用接口，实现数据变信用、
信用变融资、融资促发展的价值链条，为
全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破解“融资
难、融资贵、融资慢”难题，并提供其他额
外增值服务。

无锡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指导处
处长周辉介绍，在市场监管政务数据归集
的基础上，“锡小服”依托江苏无锡大数据
交易有限公司，统一归集各部门各类涉企
数据，搭建了我市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综合数据库。通过大数据模型建模运算，
将经营主体的精准画像转化为“指标可解
释、权重能调优、结果可验证”的量化评
分，为经营主体的精准帮扶打下坚实的数
据基础。 （甄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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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友们学做烧箔画。

市残联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改造提升100家综合性
残疾人之家”是省级民生实
事之一，无锡分配的任务数
是8家，最后共有13家完成
改造提升，超额不少，在省
内完成数量仅次于南京。

本次改造提升要求在常

态开展日间照料、辅助性就
业、康复服务等基础服务的
基础上，结合地方资源优
势 、文 化 传 统 、特 色 产 业
等，打造个性化、特色化服
务品牌。

同时，无锡也鼓励各地
残疾人之家向“综合性”方向

发展，吸引各类社会公益组
织、爱心企业、民主党派、志
愿者队伍加入扶残助残事
业，以残疾人之家为阵地开
展各类助残服务，以全社会
的关注程度促进多方力量加
持残疾人之家提质增效。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2024年，江苏将“改造提升100家综合
性残疾人之家”列入民生实事项目，要求开
展各类助残服务，让这一阵地提质增效。日
前，从市残联了解到，无锡共完成13家残疾
人之家的改造提升，在原定8家基础上超额
完成，完成率达162.5%，形成示范作用。近
日，记者走访了改造过后的部分残疾人之
家，看看这里让残友们拥有了哪些获得感。

这里更有这里更有““家家””的感觉的感觉

1313家残疾人之家家残疾人之家
完成改造提升完成改造提升

26日，记者走进东亭街道
的残疾人之家，发现这里不少
设备都升级了。培训室增加
了全套无线设备，有大屏可以
投影，讲课时更加有声有色。
同时，也能给残友们放上一部
电影，轻松享受美好时光。

旁边的心理咨询室里，温
馨的马卡龙色多彩沙发围成
一圈，还配备了可供放松的按
摩椅，这里定时会有心理咨询
师前来，帮助残友及其家属放
松身心。而多功能活动室是
最近残友们的“新宠”，除了可
来轻敲非洲鼓外，如今还有了
时下流行的“闺蜜机”，可以移
动，并结合了平板电脑和健身

机等多种功能，打开内嵌软
件，残友们拿起游戏手柄一起
玩跑步、射击、打球等各种游
戏，趣味性十足。

在扬名街道的残疾人之
家，室外重新设计了无障碍车
位，醒目的标志提醒大家这可
是“残友专供”。室内的卫生
间也进行了升级，增加了洗手
台盆前的镜子，还增加了椅
子，可供站立有困难的残友洗
手时小歇片刻。在梅村街道
残疾人之家的院子里，种植箱
里的油菜绿意盎然，工坊里的
空调开得暖意十足，残友们在
这里生产辅助性就业产品时，
无须缩手缩脚。

设施齐，设备好，来这里更惬意

有朋友、有活动，在这里重拾自信

把有包装的筷子放入纸
袋中，然后交给母亲徐女士加
入牙签、餐巾纸后封袋，今年
36岁的小杜手脚不是很灵活，
听她说话也有点费劲。谁曾
想到，10多年前，她也是同学
眼里的小可爱。那年，正在读
大专的她突然出现头痛、手脚
发抖、说话口齿不清等系列问
题，和老年人中风的症状非常
像。徐女士表示，当时她以为
女儿学习紧张所致，到处求
医，最后专家诊断为是一种叫
作肝豆状核变性的罕见病。

这场疾病改变了小杜的

整个人生。徐女士为她治病
几乎不工作，奔走于全国各
地，花费了巨额的治疗费。而
对小杜本人来说，生活一度变
得灰暗。直到有一天，徐女士
帮女儿进行残疾证年检时，无
意中了解到残疾人之家，就陪
着女儿一起来了这里。“每天
管饭，还有各种的活动”，徐女
士表示，她和女儿好像开启了
新世界。现在小杜也会跟着
大家一起读报、唱歌，能力在
慢慢恢复。

在梅村街道的残疾人之
家，肢残的夏女士最近正在忙

着制作牛轧糖，这是爱心企业
来定制的新年礼物。她在这
里学会了许多新本领，还会制
作甜品，时不时有一些订单，
收入增加了，心情也变得很愉
快。这里结合梅村当地特色，
开发了木梳、笔筒、文具等木
艺系列的文创产品，展现了残
友们心灵手巧的一面。

东亭残疾人之家的杨杨
是个24岁的小姑娘，问她话
能够轻松对答。她每天自己
坐公交车到残疾人之家，做些
手工活后能挣到钱，交给妈妈
一部分，还会自己存起来一部
分。“很喜欢这里，有好吃的，
还有好朋友”，杨杨这样说。
看她的样子，很难把她和孤独
症人群联系起来。她从特殊
教育学校毕业后，一度在家里
待了段时间。到了残疾人之

家后，她学会了许多新本领，
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据介绍，杨杨所在的残疾
人之家，共有26位残友每天
前来打卡，以智力和精神残疾
为主，平均年龄 30 岁左右。
很多残友刚来时，不爱说话，
在这里慢慢生活规律，变得开
朗自信。有一位残友后来还
被推荐到企业工作，顺利入
职。“街道范围内有1000多位
残疾人，来这里的人还可以多

一些”，街道工作人员祁秀林
表示。

东亭街道运营残疾人之
家的李帆介绍，他们经常会在
各种活动现场主动推介，希望
让更多的残友及其家属了解
残疾人之家。

从目前来看，打电话来咨
询的约有30%会来现场看看，
其中又有一半会留下来试试，
一般试过后，留下的概率达到
80%。

寻找人生定位，残友从这里启航

走综合性发展之路，发挥残友之家功能

↑残友们制作牛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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