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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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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日
1993年1月18日，联合国第47次大会通过了193号决议，决定从1993年开始，确定每年的3月22日为

“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颁布后，水利部即确定每年的7月1日至7日为“中国水周”，考虑到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的主旨和内容基本相同，因此从1994年开始，把“中国水周”的时间改为每年的

3月22日至28日，时间的重合，使宣传活动更加突出“世界水日”的主题。

世界水日及中国水周由来



全球范围内，许多地区正
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
问题，尤其是干旱和半干
旱地区。

水资源短缺 水污染 水资源浪费

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城
市污水等导致的水质恶化
问题日益严重。

不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和管
理方式导致大量水资源浪
费。

030201

当前水资源现状及挑战



提高公众对水资源的认识和重

视程度。

宣传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水的

重要性。
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水资源保

护和管理工作。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

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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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标与意义



活动主题与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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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珍爱水资源，共建生态家园

解读
该主题旨在强调水资源的珍贵性和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

共建生态家园。

主题确定及解读



口号
节约每滴水，共绘美好未来

设计思路

简洁明快的口号，既表达了节约水资源的重要性，也展现了共建美好未来的愿景。

宣传口号设计



以水滴和绿叶为主要元素，设计简洁明快的标志，
寓意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紧密联系。

标志设计

以蓝色为主色调，象征清澈的水资源，辅以绿色，
代表生态环境的美好。

色彩搭配

选用清晰易读的字体，方便公众快速识别和记忆。

字体选择

视觉识别系统建立



活动策划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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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水务局宣传部门、公关部门、市场部门等相关人员，共

同负责活动的策划和执行。

组建策划团队

各部门人员根据专业特长进行分工，如宣传部门负责设计宣

传材料和制定传播策略，公关部门负责与媒体和社区的联系

和沟通，市场部门负责活动的推广和营销。

分工明确

策划团队组建及分工



选择世界水日或中国水周期间进行，

以吸引更多关注和参与。

选择水务局所在地或其他公共场所，

如广场、公园等，方便市民参与。

活动时间、地点安排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宣传手段选择及实施计划

宣传手段

综合运用线上和线下宣传手段，如社

交媒体、新闻发布、户外广告、宣传

册等。

实施计划

提前制定详细的宣传计划，包括宣传

内容、宣传时间、宣传渠道等，确保

宣传效果最大化。同时，在活动现场

设置宣传展板、播放宣传片等方式，

吸引市民关注和参与。



线上线下互动环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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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水务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或

小程序平台，提供活动信息发

布、互动参与、知识普及等功

能。

定期发布与水务相关的知识、

动态和互动话题，提高用户参

与度和粘性。

线上互动平台搭建及运营策略

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

抖音等）进行活动宣传，吸引

更多用户关注和参与。

通过线上抽奖、答题等互动形

式，激发用户参与热情，增加

活动趣味性。



A B C D

线下互动环节设置和流程安排

举办水务知识讲座、现场

咨询等活动，为市民提供

水务知识普及和咨询服务。

在水务局或公共场所设置

宣传展板、横幅等，营造

活动氛围，吸引市民关注。

组织市民参观水务设施或

水处理过程，加深对水务

工作的了解和认识。

开展亲子互动游戏、手工

制作等趣味活动，让市民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

水务知识。



参与者体验优化举措

01

提供清晰明了的活动指南和流程安排，确保参与者能够顺利参与各项
活动。

02

在活动现场设置志愿者或工作人员，为参与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03

针对不同年龄段和需求的参与者，提供多样化的互动形式和活动内容。

04

及时收集和处理参与者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和优化活动方案，提高
活动质量。



合作单位邀请与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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