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一部
真环保.真实践.艺员系列纪录片



环保问题成为全人类社会关注焦点

气候破坏、生物多样性破坏、污染问题

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能力



中国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保护环境与人

企业组织有了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觉醒与行动

公众对努力环保的经济行为有更高的认同

社会主旋律强烈要求艺员人设回归主流价值观



四集

20分钟纪录片

SEE基金会X哇唧唧哇聚焦环保公益

• 每集3个5分钟

高光线短片

• 每集3-5分钟

艺人主观视角

创作的Vlog

宣传物料

• 数条侧拍短视频

• 哇是蛙特别节目采访

• watkoi特别深度报道

• 全程跟拍剧照

• 概念海报一组

正片 衍生片 音乐专辑

• 一首专属篇的

音乐MV

• 哇是蛙特别节

目采访



纪录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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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纪录片名称】追光者（暂定）

p【联合出品】阿拉善SEE&哇唧唧哇联合出品

p【节目容量】共4集，每集约20分钟

p【开播时间】2024年



纪录片主题目标

聚焦人物共同议题，参与生物多样性和自
然保护的科普活动，构建公益宣言

以真实人物故事，展示坚守者们奉献精神，
形成环保理念的价值冲击力

在娱乐性和真实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充分
利用公众人物属性和人物影响力＋闪光素
人元素的优势，让观众真正重视环保问题明星效应+环保理念=正能量纪录片



进入保护区，了解当地

的自然环境、工作环境

倾听保护区的成立至今

的历史和人物故事

发声眼看 倾听 行动

节目内容框架

共4集，邀请4组艺人，分别去到四处自然、生物保护区，深入环保工作站，与当地工作人员、

支援者参与到环保的工作当中去，纯野生的去践行环保公益，感受当地人对于当地环境的热爱

与保护，并能通过这些长期驻足于此的目光，来诉说当地环境的变化，在荒漠、海洋、丛林、

深山中去感受自然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关系，收集灵感创作歌曲，以音乐为介吟唱的自然之声。

和当地志愿者工作人员一

起参与日常保护工作

结合灵感，以自己的

感受创作歌曲



议题选择

议题选择：三江源生态保护、阿拉善盟荒漠化防治、海

南海龟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国最美巡护员

风景奇骏  故事感人  人文深厚

体验探讨演绎空间巨大



三江源 阿拉善 海南 大凉山

做公益、赏美景、身体力行踏遍大好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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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亮点

收录四站自然环境音融进乐曲
营造沉浸式音乐氛围

阿拉善沙漠：风声、流沙声、牧民生活声

三江源：湖泊声、鸟鸣声、藏民歌声……

四川保护基地：丛林声、生活声、动物声

海洋：浪潮声、动物声、渔民声、志愿者声



预算：49w

物料内容：4期公益正片+4期海报+概念海报+5首音乐/Mv+4期JIWA探班+4期哇是哇公益日记+16个热点视频+4期艺人在地拍摄

VLOG

一、营 销 目 标

营销目标及主体策略/受众分析及如何令受众收益最大化/传播渠道覆盖战略

请阐述本项目策划方案的营销目标和为达成该目标的主体策略

请提炼概括本项目最具竞争力的优点和最有风险的缺点，并阐述扬长避短的具体措施

请提炼一下本项目的核心slogan、 并尝试完善本项目的话术框架以拔高立意和价值观

二、受众分析及如何令受众收益最大化

本项目在不同平台下的受众组成

请思考各平台应该分别采取怎样措施能让该短片在该平台既有受众中影响最大化

如何在各平台扩大受众面?采取怎样的措施能提高大众的转化率?日常做怎样的运营能利于粉丝存续?



三、传播渠道覆盖战略

微博+抖音+（小红书是否要开）

如何分配宣传资源到多平台内容上?

建议渠道侧重在哪里?

不用渠道的玩法分别是什么?

四、重要节点组成：

官宣公益+歌曲+MV如何结合

五、公司艺人相关舆情解决



六、比稿要求：

请结合展开分析，导出传播策略与相关规划，方案需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部分：

·公益纪录片+音乐的理解&分析

·目标受众分析

·营销目标和整体策略

·营销侧重和传播策略(包括提炼价值观)

·回互动创意事件(不局限在线上或线下创意事件、创意物料、BD 事件合作等内容。  重点：微博、抖音、小红书的事件玩法)

·渠道传播逻辑与玩法

·整体传播节奏Roadmap

·官博官抖（小红书待定）页面运营规划

·危机公关预案

·预算分配

·过往优秀的视觉案例、和成功的创意事件的传播思路/公司优势呈现，过往热搜成功率（做过哪些项目、上榜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