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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蜜糖罐变身一条蜜糖线
“玩笑话”促成知名巧克力品牌亚太区首个“分装工厂”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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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人巫国端是上海曜

影医疗整脊团队负责人。2014

年，他只身来到上海从事医疗工

作，今年是他在这座城市的第十

个年头。

融入一座城市，自然就会特

别关注这座城市和所在国家的发

展。前不久，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巫国端第

一时间了解内容，对其中“完善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

制”“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

创新行动计划”印象深刻。在巫

国端看来，“这是中国坚定对外

开放的信号，外籍人员可以更加

便捷地来到中国，提升了我们在

中国发展的信心。”

“外国的人才，尤其是医疗从

业者很愿意来上海、来中国工

作。”巫国端表示，除了因为上海

是一座安全、便捷的城市之外，这

里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都特别

有前景。巫国端所在的医院，大

部分外籍医护人员来自澳大利

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和英

国等。“以前没有144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外国人要等拿到工作签

证后，再到上海体检，而体检报告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获取，这

就大大拖慢了获得工作证的时

间。获得工作证之后，还要申请

居留签证，所以不少人来之前都

会有一些顾虑。”

巫国端告诉记者，没有亲身

体验，无法判断一座城市是否适

合自己。“比如说住房、交通、安

全，在国外就像雾里看花，但现在

可以通过144个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先来了解、熟悉、沟通、面试，

提高了容错率，这让双方——无

论企业也好、应聘者也好，都多了

更深入了解对方的机会。”

开放的政策，让上海这座城

市的国际化程度与日俱增。身为

日常接诊外籍客户的医疗从业

者，巫国端对此感受尤深。“越来

越多不同国籍的外籍病人来曜影

医疗就诊，大家对中国医疗的认

可度不断提升。以前我们经常听

到中国国内的病人去国外就医，

现在国外的病人到中国就医的越

来越多，这也受惠于免签和开放

的政策。”

马来西亚是“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

议，真真切切地推动了马来西亚

的发展，其中既有国际化视野的

拓展、高科技的输入以及基建工

程质量的提升，还有各种实惠的

产品不断涌入马来西亚。”

对此，巫国端可以列举出很

多例子。比如，中国帮马来西亚

建起了世界十大摩天大楼之一

——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东南

亚最长的槟城第二跨海大桥；字

节跳动在柔佛州创立的数据中

心以及即将创建的人工智能中心

等等。

“除此之外，马东铁路项目同

样由中国专家提供技术支持，这

些项目都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多了，老百

姓的收入就会提高。”巫国端认

为，这也将推动马来西亚整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上海曜影医疗整脊团队负责人巫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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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市场监管人员的一句“玩

笑话”，最终促成一次企业需求的精

准对接。近日，巧克力品牌“瑞士

莲”拿到食品生产许可证，在上海临

港新片区仓储中心的生产线顺利投

产。“蜜糖罐”变身“蜜糖线”，这是瑞

士莲公司在亚太地区的第一个分装

中心和第一条食品生产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

机制改革，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协作。为此，上海市场监管部

门加快改革步伐，从各个维度跨前

一步为企业服务，搭建产业全链条

的平台。

一句话戳中企业痛点
“你们仓储中心面积真大，拉条

生产线都足够了！”今年年初，上海

市市场监管局走访“瑞士莲”在临港

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内的仓

储中心时，工作人员无意间说了句

玩笑话。

这句话戳中了企业痛点：跨洋

运输周期长，航线、船期不确定，影

响供应链的稳定。因此，企业希望

能设立亚太分装中心，将旗下

Lindor软心巧克力等产品按当地市

场需求组合包装并上市销售。

虽然只是“大包装”变“小包

装”，但牵涉到食品安全准入。原来

的仓储中心只需要食品贮存备案，

一旦要在这里分装，就必须获得食

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的痛点，正是市场监管部

门亟待解决的堵点。“不能因为一

张证把有需求的企业困住。”上海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处处长项

叶萍说。

为此，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与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新片区市场监

管局建立了高效的信息沟通机

制，确保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市场监管部门多次深入企

业，面对面解读最新监管政策，实

地指导巧克力分装线建设，认真

评估跨国运输与分装环节的食品

安全风险，做好策略规划。同时，

鼓励企业利用洋山特殊综保区的

独特优势，实现从仓储物流到分

装生产的转身，并提议建设国际

分拨中心与研发中心，助力公司

扩张全球业务版图。而新片区市

场局则帮企业实现了食品生产许

可的“即日办结”。

一条龙推动成果转化
帮助企业获得生产许可只是第

一步，真正让瑞士莲下定决心投资

千万元生产设备支起一条分装线

的，是基于对糖果包装安全性能的

多轮科学验证。在此过程中，市场

监管部门及时提供帮助，使企业顺

利完成生产布局、流程整合、生产线

升级及人力资源配置上的高标准设

计与优化。

众所周知，瑞士莲“纽结”式包

装是产品标志之一，但不密封的纽

结，成了分装环节中的难点。为解

决可能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

市场监管部门为瑞士莲与上海海洋

大学食品学院“牵线搭桥”，科研团

队深入研究后提出解决方案，巧克

力跨国运输有了技术保障。如此

“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得以快速

转化应用。

仅仅几个月，企业的“设想”就

变成了一条实实在在的生产线。瑞

士莲中国首席执行官马征表示：“之

所以把临港新片区的仓储中心变为

亚太地区的分装中心，除了它具备

客观的生产条件外，更多的是因为

这里有人才与科研团队，为巧克力

的跨国运输提供了技术保障，也为

我们今后进一步拓展亚太市场提供

了可能。”

据悉，第一期项目公司将投资

1000万瑞士法郎，打造瑞士莲亚太

分装和物流分拨中心。今年9月和

明年4月计划进行第二期、第三期

产能升级，实现“立足临港，服务亚

太”的目标。

一招新引来更多中心
监管部门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创

新“鼎力相助”，企业的快速发展有

了更多便利和可能，越来越多的头

部企业也因此选择上海作为总部、

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和品牌中心。

去年9月1日起，上海鼓励有条

件的食品企业研发中心叠加食品

（含特殊食品）生产功能，符合条件

的研发中心可申请“一址两用”，直

接从事食品生产，充分利用有限空

间内的资源。截至目前，已有6家

生产企业提出“一址两用”需求，其

中，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伊利伊诺科技（上海）有限

责任公司、百事亚洲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

司已在研发中心叠加生产功能，获

得了生产许可证。后两家企业通过

“一址两用”，实现了创新产品上市

进程加快30%至40%。百事亚洲研

发中心试产的首款高蛋白肉脆零食

乐事空气鸡胸肉脆，通过“一址两

用”，产品从立项到上市不到9个

月，比原来缩短约40%时间，为抢占

市场获得了先机。

一体化助力园区发展
改革的步伐还在加快。记者获

悉，为服务好更多企业，营造优良的

营商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范

围搭建大小企业产业全链条、产品

全周期的合作模式，建立企业帮扶

的长效机制，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提升企业的感受度和获得感。

比如，组织开展“大企带小企

携手共发展”活动，搭建各类对接平

台，增强产业链发展韧性，引导园区

建立产业高质量发展联盟，覆盖企

业上下游、物联网公司、科研院校、

政府服务站等，助力园区实现“产、

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此外，“家

庭医生”服务模式的构建与“一厂一

策”的全程指导，也推进了先进食品

安全体系建设。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上海正大

力推进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追溯体系

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实际

在产的1304家食品生产企业中，已

经建立智能化追溯体系的有816

家，占比从原来不足2%上升到

62.6%，实现预包装产品追溯二维

码赋码的企业有 1143家，占比

87.6%。

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精准帮扶、

示范引领等措施，“靶向”疏通企业建

设的痛点堵点，持续鼓励生产企业建

立智能化追溯体系，通过数字化转

型建设，扩展追溯二维码的应用场

景，打造完整的安全信息追溯链。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