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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
让每个人都关注 “无磷标识”

“大姐，以后买洗洁精要带

这个标 识的才 好。”11 月 12 日，

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白鹤塘村一

户村民家中，镇妇联执委黄红指

着手机上的图片解释什么是“无

磷标识”，一旁的大姐笑着回答：

“好，我晓得了。”

这是南县青树嘴镇、村二级

妇联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守护一

湖碧水 坚持无磷消费”宣传倡

议活动现场。当天，妇联执委们

走街入户，向在家的妇女和其他

家庭成员发放倡议书，并宣传含

磷产品可能会对水质和人们身体

造成的危害。

黄红介绍，此次走访共发放

倡议书 12000 余份，同时通过户

外 LED 大屏、微信、网站开展

禁磷宣传。下一步，全镇将举行

为期一个月的禁磷专项行动，协

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沿江沿湖

重点片区及宾馆、餐饮、洗衣等

重点行业进行“靶向整治”。

南县妇联主 席郝文 辉则表

示，全县其他乡镇也将马上开展

走街入户宣传工作，争取让每一

个家庭在购买洗涤用品时都能关

注到“无磷标识”。

大通湖区 ：“靶向诊治”，
督促商户不售卖含磷产品

“洗涤用品含不含磷我还真没

注意过，我们的货都是统一配送

的。”11 月13 日，大通湖区、镇两

级妇联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各镇市场上销售的含磷洗涤用

品进行督查。在人口稠密的河坝

镇步行街，一名日用品超市老板

的话让大通湖区妇联主席曹霞深

感无磷消费宣传的必要。

“有大妈说‘我不知道我们家

用的洗衣粉含不含磷，不一直是

这么用的吗’？”曹霞回忆，面

对群众的不理解，区直妇联执

委们耐心解释 ：“你们知道磷的

危害吗？直接使用含磷洗衣粉会

伤害皮肤，引起干燥、脱皮、起

泡、发痒等症状。而生活污水排

入到大通湖或渗透进地下水，这

些水又是我们日常生活用水来源，

益阳守护一江碧水，家庭清洁从“磷”开始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大姐，家里洗衣、洗碗都要用无磷产品，这关系到全家人的健康。”

11 月 8 日上午，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红旗社区，市妇联主席杨丽萍

带领十几名妇联干部向路过的妇女发放《守护一湖碧水 坚持无磷消费》

倡议书，呼吁大家改变家庭清洁习惯。

“美容美发、医疗卫生、宾馆旅社、餐饮服务等使用的洗涤用品，

其实有磷、无磷价格差别不大。因此，我们要向老百姓宣扬无磷洗涤

用品的好处。而女性在家庭日用品消费上占主导地位，利用妇联组织

力量深入乡镇，能发挥强大的宣传引导效果。”杨丽萍说。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大通湖流域妇联系统禁磷工作会议上，杨丽萍

指出，基层妇联组织要积极引导和呼吁广大妇女姐妹参与“守护一湖

碧水 坚持无磷消费”行动，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个家

庭做起，自觉抵制购买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会议结束后，沅江市、南县、大通湖区以及大通湖流域相关乡镇

（办事处）妇联分别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禁磷宣传。

磷是一种高效助洗
剂，也是藻类助长剂，
水中磷含量升高会导
致藻类和水草大量滋
生，造成水体缺氧、鱼
类死亡、红色浮游生物
爆发性繁殖等现象，不
仅污染环境，而且直接
影响人们的健康。去年
12 月，就有益阳市政协
委员提出，该市湖区局
部地区水体含磷量居
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人们日常使
用的含磷洗涤用品给水
体造成了污染。

TIPS

扫 一 扫，
加 入“ 无
磷消费”

评先进选“妇贤”，桃江创新基层妇联评价机制

水源被污染了，反过来还是会影

响健康。大通湖是我们的母亲河，

为自己也为家人，我们都要拒绝

使用含磷产品，保护环境，为子

孙后代留一江碧水。”

通过宣传和讲解，许多群众

都惊讶于磷的危害，也纷纷表示

以后再买洗涤用品时，一定选用

无磷产品，支持“禁磷”工作。

一些日用品超市老板也表示会跟

供货点沟通，请他们配送不含磷

的洗涤用品。

另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还对全镇 11 个门店超

市销售的洗涤用品进行了取样

送检。

黄茅洲镇：创意宣传，
倡导无磷消费

在益阳沅江市黄茅洲镇，村

民的业余生活十分多样，有旗袍

协会、广场舞队、舞龙队等等，

而且大部分成员还是镇里的巾帼

志愿者。该镇妇联主席蔡郭杏

想到，她们不正是宣传“禁磷行

动”的好帮手吗？

11 月 11 日， 全 镇 妇 联 系统

召开会议，除了乡镇村级妇联组

织外，还特意让镇里的巾帼志愿

者队伍、旗袍协会、广场舞队、

舞龙队成员列席。“老百姓喜欢

文艺活动，经常会叫她们去表演，

通过她们在日常文艺活动中加入

禁磷宣传，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蔡郭杏说。

会上，蔡郭杏将在大通湖流

域妇联系统禁磷工作会议上了解

到的相关情况一一传达给镇、村

两级妇联执委，还强调焚烧秸秆

的烟雾里也含有磷元素，可通过

雨水进入到饮用水中，因此，倡

导无磷消费的同时，还要宣传禁

止焚烧秸秆。“一名广场舞队队

员对我说，她们马上要举行一

个庆典活动，到时会将禁磷行动

作为宣传重点。”蔡郭杏说。

除了黄茅洲镇，沅江市其他

地区同样风风火火的开展了“守

护一湖碧水  坚持无磷消费”宣

传。沅江市妇联主席万红桃表

示，现在沅江各镇到处都是无

磷消费的宣传海报和横幅，不

久将会完成全区域内的走街入

户工作。

“趁着太阳天，晒了洗了好

搞卫生！” 11 月 7 日，益阳市桃

江县修山镇花桥港村妇联主席

钟小清带着村里的妇联执委们

来到年过九旬的郭婆婆家，拔杂

草、擦 家具、洗被单，手脚麻

利地把郭婆婆家收拾得干干净

净——这是桃江县基层妇联组

织参与“亲帮亲户帮户 互助脱贫

奔小康”扶贫帮困活动的一个镜

头，也是桃江县妇联创新基层妇

联评价机制后带来的喜人景象。

如今，桃江县妇联组织网络

逐步织牢，乡镇、村妇联组织力

量从“1”扩大为“主席＋副主席

＋执委”，完成了妇联工作“倒金

字塔”结构的转变。县委书记汤

跃武高度重视妇联工作，为充分

发挥基层妇联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基层妇联执委的模范带头作

用，凝聚促进桃江经济社会发展

的“巾帼力量”，多次调研，创新

举措，于今年 5 月出台了《桃江县

基层妇联组织、“妇贤”评选奖励

办法》，激励基层妇联组织和广大

妇联执委在家风家教、人居环境、

信访维稳、乡风文明、扶贫帮困

等方面积极作为。年终按照不高

于全县村（社区）总量 30％的比

例评定优秀村（社区）妇联组织，

在优秀妇联执委中评选 5~10 名“妇

贤”，并分别给予表彰和奖励。同

时，桃江县妇联为了精准发挥巾帼

力量，对村级妇联工作人员设岗

定责，分设了宣传教育、矛盾协调、

脱贫致富、环境卫生、文明文化

五个岗位。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

了基层巾帼力量。

“人人动手户户行，减少垃

圾出乡村。三员二长当模范，桃

花江畔倡新风。”这首由桃江县

石牛江镇增塘村的妇女文艺宣传

队领唱的《垃圾分类歌》，不仅

被央视拍成了快闪小视频，还被

编进了“学习强国 APP”，给全

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带来

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在大栗港镇卢家村，村里的

巧媳妇张彩云创新“枫桥经验”，

在镇司法所的帮助下成立了“彩

姐工作室”，专门负责村级日常

矛盾调解，至今已成功调解 24

次矛盾纠纷，为创建平安家庭贡

献力量。

大 栗港镇黄道仑村 妇联 执

委郭美华创办“米儿农场”，借

助电商平台，在网上销售农场产

品，还为当地一些贫困户助销土

鸡、土鸭、土猪等，客户群体达

1000 多户，年销售额达 200 多

万元，被评为“科普中国·最美

乡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今年 7 月，石牛江镇增塘村

妇联执委侯玲慧组织村里放暑

假的学生和父母一起开展了《幸

福的种子》亲子阅读活动，履行

文明文化岗职责，凝聚正能量，

促推好家风。

据了解， 桃 江县 15 个乡镇

共 244 个村（社区），镇村两级

妇联执委 4000 余名，组建巾帼

志愿者服务队 259 个。今年以来，

镇、村（社区）妇联组织累计开

展各类活动 3000 余次，涉及垃

圾分类、扶贫帮困、家风文明、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泱     通讯员 罗中华 殷韵妤 文萍

▲ 11 月 8 日， 大 通
湖流域妇联系统禁磷
工作会议召开。大家
依次签字，表达对活
动的支持。

松木塘镇龙
塘村妇联执
委帮助贫困
户收玉米。

▲ 11 月 8 日，
益 阳 市 妇 联 主
席杨丽萍（右）
深 入 大 通 湖 区
宣传无磷消费。

扫一扫，
分享桃江好
经验

矛盾调解等多项基层中心工作。

2019 年的基层妇联组织、“妇贤”

评选工作也即将启动。在桃花江

这片热土上，正处处散发着桃江

美女的正能量，桃江县的妇联工

作也在一步步地热起来、强起

来、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