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南湖导游词(大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南湖导游词篇一

南湖公园是由海滨大道、富康路、永康路围合而成，东接南
湖、北与滨海公园相邻，占地4.7万平方米，是南湖风景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滨海目前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景观最多、
品味最高的地方，也是滨海县城唯一一个集休闲、健身、文
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滨
海县南湖公园导游词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导游，姓林，可以叫我林导游！好了，
大家可以下车了，注意安全哦！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有风味的苍松翠柏喽！这些树正在茂盛
时期，好像把它的所有生命力都展示给我们看。那么多的绿
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
眼睛，似乎每一片叶子上都有新的生命力在颤动，啊！这就
是美丽的南国的树。

漫步小径，感到一阵清静凉爽的轻风迎面而来。哦！女士们，
先生们，我们已到达南湖。

只见，湖水清澈见底，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
千姿百态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着：有的吐出了一串串晶莹剔
透的小泡泡，有的左右摇摆着那美丽的尾巴，浅起浪花，真
是别有天地！游船，在湖面上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痕
迹。



其实呀！在这个湖上还有很多悠久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
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曾在这湖上开过一次会议。那个时期，
这个会议本来是在上海举行的，可是为了防止敌人的追杀，
所以转到了此湖泊中，后此湖命名“南湖”

听完传说，下面由我带领大家到领导人的博物馆！可是大家
不要激动，也不要乱涂画哦！瞧！这一幕幕使人感到中国人
民的伟大。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旅行即将结束了，祝您和亲朋好友
一路顺风，再见！

南湖公园，总面积222万多平方米，是市内最大的公园，为全
国第二大园，仅次于颐和园。且花园特色鲜明。

南湖公园水面面积达92万平方米，湖水清澈，岸柳低垂、曲
桥亭榭，胜似江南。每逢盛夏和初秋，这里都要举办灯会、
民俗风情展等各类活动;冰封时节，在白茫茫的湖面上举办的
冰雪活动花样繁多。特别是狗爬犁和骆驼爬犁，满载着游人
的笑声……是消遣休闲的好去处。

从空中俯瞰南湖公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全貌，形似哑铃
状，东西窄，南北长，水域面积96公顷，与北京颐和园水域
面积相似。南湖公园是长春市区内面积最大的公园。

有关南湖公园的规划，开始于日本人制定的《大新京都市计
划》。在这份计划中，日本人设想，根据城市自然环境，降
雨量，利用伊通河的几条小支流，筑坝形成人工湖，然后实
行分流制排水，即污水排入伊通河，雨水存贮于人工湖。南
湖公园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利用了伊通河支流兴隆沟的水源，
于1937年沿今天的工农大路修筑了这条高10米，长800米的拦
河坝，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人工湖。



南湖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你们好！

宝应湖素有“小西湖”之称。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慕名
游览，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篇。如宋代诗人杨万里《过xx县
新开湖》诗：渔家足可压尘嚣，结屋圆沙最近梢。外面更栽
杨柳树，上头无数鹭鹚巢。

湿地生态人与自然的和谐

登游船环湖游览，置身湖中，清风徐来，水波“汤汤斥斥，
或竹箭之流，或桃花之色”。嬉戏的水禽，低旋的水鸟，摇
曳的水草，加上打鱼的渔舟点缀其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
里达到了融合。

湖泊植物茫茫湖水的美丽点缀

宝应湖拥有丰富的水生植被，水中生长着芦、菱、萍、莲、
水草、芦苇、菱角、茭白、莲藕等等水生植物。站在湖边大
堤上，极目远望，但见茫茫一片，远处的.蓝天、碧水和近处
的绿树、蒲苇连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湿地生态景观，令人
心旷神怡，宛若画中。

渔家尘嚣之外的美景与生活

方块间隔的水面上，停泊着各式各样的渔船，渔民们以船为
家，将浅水区域将湖面整齐地分成少则百亩、多则数百亩的
方块，进行水产养殖，竹栅林立，围网遍布。到了秋冬季节，
湖上渔火点点，银网闪闪，好一幅渔村欢歌的风景图。

绿

湖边植被春华秋实夏翠冬霜



宝应湖的四周种满了茂盛的树木，有梅、柿、樟、竹等等种
类，尽心尽力的装扮着宝应湖，春夏秋冬各呈现出别具特色
的两岸风景。

小夹岭宝应湖中的绿色翡翠

宝应湖中有一个小岛，叫“小夹岭”。小夹岭方圆几十里，
春雨过后，千万棵芦笋破土而出，拔地而起。到了夏天，芦
苇亭亭玉立，密密匝匝，成了一片绿岛，蔚为壮观。

野

飞鸟栖息地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意境

宝应湖水质良好，生态优越，成为鸟儿们的居家之所，鸟类
共达147种之多，丹顶鹤、白天鹅、白鹭等珍稀鸟类经常栖息
于此。美丽的飞鸟们，为宝应湖的美景增添另一番农家野外
风味。

鱼玉盘珍羞的美味

得益于优质的水资源，宝应湖中繁殖着许多鱼儿，在岸边休
息时，看看湖中自在的鱼儿，倒也有一番野外乐趣。只是这
里的鱼儿们没飞鸟那么幸运了，这里的鱼主要作为渔家美味
的供应。有诸如鲤鱼、草鱼、虾、黄鳝、刀鲚、大银鱼、鲤
鱼、泥鳅、鲇鱼等产品，“湖水煮湖鱼”为宝应湖特色美味，
鲜美至极。

趣

游艺轻松自在的消遣方式

除了美景与美食，宝应湖还设有许多趣味项目，如果想亲身
体验，室内可去酒店演艺厅去展示才艺，当然切磋牌艺更是



一种不错的消遣方式哟;室外的参与项目有：垂钓、跑马、竹
排、游艇、水上自行车、垂钓等等。除此之外，来宝应湖烧
烤也是不错的选择，宝应湖生态园拥有2750亩有机农业区，
菜的新鲜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食

大闸蟹品尝金秋时节的美味

宝应湖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膏肥、黄丰、个
大、味美，与阳澄湖大闸蟹相媲美。金秋时节，赏宝应湖风
光，尝宝应湖鱼蟹，实乃人生一大快事。

南湖导游词篇三

南湖地处太湖流域水网地带，气候润湿，自然条件决定了南
湖一年之中阴雨天居多，因而常常是晨烟暮雨，云气缭绕，
尤其是清明时节，细雨霏霏，南湖更显得苍茫迷蒙,湖波浩渺，
所以南湖与烟雨结下了不解之缘。

南湖风景区位于嘉兴市区东南，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古称
陆渭池，又称彪湖。南湖又分为东、西两湖，形似鸳鸯交颈，
古时湖中常有鸳鸯栖息，因此又名鸳鸯湖。宋代以后南湖与
绍兴东湖，杭州西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成为浙北的旅游
热点。

1920_年，中共“一大”在此续会，南湖作为党的诞生地，又
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南湖风景名胜区是江南著名
的旅游风景区，总面积为200.67公顷，其中水域面积90.83公
顷，建设中的南湖景区，注重传承历史文脉，挖掘文化底蕴，
凸现南湖的“文脉”，“绿脉”，“水脉”，从而成为生态
环境良好，景观特色鲜明，游憩景点丰富，服务设施完善的
旅游风景名胜区。



千百年来，南湖以自己特有的风姿吸引着四方的游人，历代
文人学士为南湖留下了无数的诗篇和画卷。而我们今天的游
览到了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聆听，不足之
处尽请谅解。期待大家下次的到来，谢谢大家!

南湖导游词篇四

温州生态园地处温州大都市的中心，东连龙湾，西接瓯海区，
南临瑞安，北部余脉直抵瓯江，360度向城市开放，涉及瓯海
区、龙湾区、瑞安市的13个乡镇(街道)、73个行政村，是温州
“生态市”建设的重要载体，被誉为温州城市的“绿心”。

生态园建设保护区面积为113.21平方公里，由三垟湿地和大
罗山组成，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历
史文化资源。三垟湿地面积为10.67平方公里，内部水网密布，
水域面积占总面积的31%，自然风光十分秀丽，有城市“绿
肾”之称。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城市湿地”。大罗
山102.54平方公里，介于瓯江和飞云江之间，是温州市城市
的重要生态屏障，有城市“绿肺”之称。大罗山囊括仙岩、
瑶溪两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天柱、茶山两个市级风景名胜区，
共有500多处自然人文景点。

生态园集山、水、洲、濒海于一体，是杨梅乡、柑桔洲、棱
角园、桂花山，是大自然赐予温州人民的宝贵财富。

看过“温州生态园导游词”的还看了:

南湖导游词篇五

金山区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南濒杭州湾，北接松江、青浦两
区，东与奉贤区相邻，西与浙江省平湖市和嘉善县接壤。全
区总面积586平方千米，辖9个镇、1个街道和金山工业区，户
籍人口近52万。金山区有长达25千米的海岸线，早在60前金
山已成陆，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



的史前文化。屹立于金山近海杭州湾中的金山三岛，是上海
市第一个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其中大金山海拔105.5米，是
全市海拔最高点。

地处吴越之地、江南水乡的金山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
四季分明;山水秀丽、风光独绝、人文荟萃;自然环境优美、
文化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经过近几年的保护、开发和
建设，金山区已经拥有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两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三个全国工农业旅游
示范点，佛教名刹东林寺，更是创下了三项世界吉尼斯纪录。
金山农民画、中国农民画村、枫泾水乡婚典、廊下莲湘、城
市沙滩等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一张张闪亮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