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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乡 县 水 务 局
金 乡 县 委 宣 传 部
金 乡 县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金 乡 县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金 乡 县 机 关 事 务 管 理 局
金 乡 县 妇 女 联 合 会

金水节函字〔2023〕1 号

金乡县水务局等 6部门关于印发《金乡县
202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节水宣

传月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县委宣传部、

县教育和体育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县妇女联合会：

根据《山东省水利厅等 6 部门关于开展 2023 年节水宣

传月活动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3〕3 号）文件要求，

现制定《金乡县 202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节水

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已经 6 部门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202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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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水务局 金乡县委宣传部

金乡县教育和体育局 金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金乡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金乡县妇女联合会

2022 年 3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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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 202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暨节水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

为做好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节水宣传月活动，

强化河湖保护和修复，推进国家节水行动，提升全民节水意

识，倡导科学用水和节约用水，充分认识治水、管水、节水

的重大意义，增强水法律法规保护意识，全面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谁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

共护金乡休闲宜居的良好水生态环境。根据水利部及省、市

相关通知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宣传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方针，积极践行“水利工程补

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以节约利用

水资源、修复地下水生态环境、统筹治理水灾害、切实保障

水体安全为主要任务，推进各行业各领域节水行动，全面深

化河湖治理保护，推进教育基地建设，持续加强河湖管理保

护，不断提升依法治水管水用水监管能力，切实加强水利立

法、执法、普法，进一步营造全社会节水、护水、亲水、爱

水的法治环境。

二、宣传主题

2023 年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一届“世界水日”，3 月 22

—28 日是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同时自今年起每年的 3

月 22 日至 4 月 22 日为节水宣传月。联合国确定 2022 年

“世界水日”的主题为“Accelerating Change”（加速变

革），我国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活动主题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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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启动节水宣传月活动，继

续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扩大节水型社会建设成果。

三、活动安排

（一）综合运用各种宣传手段。一是在水务大厦一楼大

厅播放金乡县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创建、保护黄河及节约用水

的宣传片和宣传标语；二是在县电视台集中播放地下水综合

治理、河长制、湖长制、节约保护水资源、水域岸线管理保

护、水生态修复和水行政执法监督等主题的公益宣传广告及

滚动字幕；三是利用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朋友圈推送纪念“世

界水日”、“中国水周”及节约用水内容的图画趣味宣传；

四是在县水务局网站开辟专栏，宣传近年来河湖治理的成

果、节水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文章图片信息；五是在城区购物

广场、商铺、公园、广场、主要街道路口利用现有的 LED 屏

幕及电子字幕循环播放公益短片和宣传标语；六是在全县重

要的交通道路显著位置设置宣传横幅、扎制车辆在全县巡回

宣传；七是组织节水志愿者深入机关、乡村、社区、学校、

企业等场所开展节水宣传志愿服务，激发全社会参与节水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呼吁全县人民增强水法律法规意识、共护

金乡美丽幸福河湖、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我光荣，

切实提高全社会节约用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充分调动全社

会共同保护河湖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3.22”当日，在电视

台、单位门户网站、微信朋友圈等媒体，大力宣传国家新发

展理念、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水土保持、河长制、湖长

制等法规政策的信息、图文画报、宣传彩页等，解答群众关

切的疑难热点问题。邀请济宁市生态环境局金乡县分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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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农业农村局、

金乡水文中心、金乡县金思泉水务有限公司在县体委广场金

山街西侧设立宣传站，同时水资源管理科重点围绕国家地下

水超采区综合治理为主题宣传联合行动，宣传国情、我县水

情和水利改革发展新成就、水利法治建设新成果和新理念，

推进节水载体建设，保护河湖生态环境，促进水利行业集约

高效发展，增强社会大众的社会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

（三）全面启动节水宣传月活动。在金沙湖公园完成节

水教育基地标志牌、各类宣传板和节水设施等外部节水宣传

建设，在节水教育场所内综合利用实物、模型、多媒体技术

等展演方式，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突出节约用水公众

参与性和互动性，力争创建省级节水教育基地。积极开展行

业节水评价，不断加大节水载体建设，以点带面，提升节水

载体的数量和质量，打造金乡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山东

金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节水文化典型，争创省级节水标杆单

位。

（四）实施行业专项宣传活动。一是加大水土保持法规

宣传。围绕“全县水土保持治理专项行动”，大力宣传和展

示水土保持治理成果，提升社会大众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意

识。二是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宣传。利用各种媒体宣传饮用

水节约利用常识，加强全县饮用水现状的宣传，展示保障民

生建设的努力成果，赢得社会大众共识。三是增强水利工程

日常管护宣传。在水利工程附近埋设管理与保护警示牌、公

告牌等，选择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物、构筑物上印刷管护标语，

提升社会民众加强水利工程保护的法律法规意识。四是促进

防汛抗旱基础知识宣传。加强城乡防汛知识宣传，向全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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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发放农村河道、沟渠及涵闸等防汛抗旱基础知识

宣传材料，进一步普及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的相关知识，提升

村民在生产生活中防汛抗旱意识，强化安全生产保障工作基

础。五是严格落实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宣传。大力宣传水利工

程建设及运行管理中的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提升涉水行

业安全生产底线保障意识，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涉水安

全注意事项宣传，增强涉水安全自我保护技能，积极化解水

利建设项目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矛盾事项，增强社会群众

支持水利发展的认同感。

四、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精心谋划、周密组织、广泛动员、

积极参与，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效，形成全社会爱水、惜水、

节水的良好风尚。

二是突出宣传重点。紧紧围绕“强化依法治水，携手共

护母亲河，以及节约用水”这个宣传主题，重点以加快推进

我县河湖修复与节水型载体建设进行宣传。推进水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和依法治水管水，构建良好的水法治环境。

三是注重务实高效。坚持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原则，

积极采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有效利用自媒体等各种

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社会公众参与

率，树立水法律法规宣传活动的新风尚，增强感染力和影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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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口号

1.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

发展

2.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3.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新时代水土保

持工作

4. 以水利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水利贡献

5.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6.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

9. 贯彻国家江河战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10. 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保障水安全

11. 加快建设国家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

12. 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推动落实国家江河战略

13. 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携手共护母亲河

14. 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15. 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

不懈奋斗

16. 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7. 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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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携手共护母亲河

19. 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守护好一江碧水

20.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21. 贯彻地下水管理条例，强化地下水超采治理

22.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23. 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24. 高效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

25. 打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

26.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27. 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动规范，加强公众节水宣传

28. 节水中国，你我同行

29. 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30.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31. 坚持节水优先，建设幸福河湖

32. 强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

33. 统筹“三水共治”，打造幸福河湖

34. 推进“两手发力”，激发治水管水活力

35.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必然要求

36. 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37. 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8. 加快灌区现代化建设，促节水保障粮食安全

39. 实施水质提升行动，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40. 加强农村水利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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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扛牢“天职”、守牢“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保障江河安澜和生命安全

42.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超前部署、落实责任、

科学决策，全力以赴打赢水旱灾害防御硬仗

43. 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44. 加强水文现代化建设，提升水文数字化智慧化水平

45. 加快数字孪生水利建设，积极推进水利科技创新

46. 加快建设数字孪生流域，构建“四预”功能智慧水

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