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长春导游词(大全6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长春导游词篇一

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国大型综合性电影制片厂。厂址吉林长春。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实际上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就开始
了，当时起名叫东北电影公司，到1946年10月1日才正式命名
为东北电影制片厂，原址在黑龙江省鹤岗市。

首任厂长是袁牧之，当时的人员主要由延安、满洲映画株式
会社和解放区其他一些电影工作者组成。那时的设备和条件
都很差，但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难住他们的。冒着枪林弹雨，
他们摄制了大量的战争新闻片，(如《民主东北》)这在今天
都成了宝贵的史料。为拍这些影片，一些优秀的摄影师(如张
绍柯、杨荫莹和王静安)牺牲了生命。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1949年5月这个厂完成了故事影片《桥》的拍摄，它被电
影史学家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部故事片。

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改名为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中
国，人们都知道长春有两个大厂，一个是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足见这个厂有着多么大的名气。
它不仅是个电影生产地，而且是个电影人员的培训
地。1960-1962年之间，这个厂还成立过电影学院，可惜的是
后来撤消了。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全国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它下设总编
室、导演室、拍摄室、美术室、音乐创作室、制片室、编刊
室以及美工、照明、录音、化装、服装、道具、剪辑、特技
等车间，甚至还有自己的洗印厂和电影乐团。长春电影制片



厂拍摄过数百部故事片，它尤以拍摄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
影片为长。作品充满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和黑土地特有的
粗犷豪放风格。近些年这个厂的不少作品有较重的商业化倾
向，尽管这样，象《过年》这样的影片仍然为它赢得了荣誉。
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译制外国影片方面是有极大贡献的。至今
人们仍然铭记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和《瑞典
女皇》这样的优秀影片，都是由它介绍给中国观众的!

长春导游词篇二

长春是我们吉林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它位于松辽平原中部，市区的面积为3583平方公里，全市总
人口为740万，城市人口为300万。除了汉族以外还主要居住
着满，朝，回，蒙等38个民族。与浩浩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相
比，长春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她始建于1800年，距今
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大家来到长春是否感受到北国冬季的严
寒了呢?其实长春的冬季比起过去要温暖的多，历史上极端最
低气温曾达到过-39度8，属于大陆性半干燥半湿润季风气候，
冬季寒冷而漫长。

说到这儿你们就要向我提问了，长春既然这么冷为什么还要
叫做长春呢?长春真是四季如春的意思吗?”关于这个问题有
很多说法：第一，1800年，也就是清嘉庆5年，清王朝在长春
堡，设立了行政管理机关，名为长春厅，长春的名字也就由
此延续下来。第二，当初，一队满清骑兵在伊通河畔安营扎
寨的时候，发现这里有很多野生的月季花，月季花又名长春
花，官兵们非常欣喜，就把营寨扎到了这里，同时名之曰长
春。第三，长春自古就是长白山人参、鹿茸、貂皮、虎骨等
名贵土特产交易集散地，也是每年向皇帝进贡三宝的地方。
因为清政府规定每年春季在这里减免税收，所以，参客，商
人就总是希望春季能够长一些，他们可以少交一些税，多赚
一些钱，久而久之，这里便被称为长春。

亚泰大街现在我们车行的这条宽阔笔直的大街叫亚泰大街，



北起三环，南至南三环路，全长17公里，总投资预计12亿元，
大街中段北起东广场，南至东南湖大路，途经光复路，永长
路，全安广场，南岭大街等主要街路，全长6.5公里，宽54米，
于2000年4月开始施工，2000年10月17日建成通车。由亚泰集
团出资命名。那么各位团友对亚泰集团可能不太熟悉，但是
每个长春人都很熟悉，它涉足长春的各个行业，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销售服务体系，还有一个自己集团下属的俱乐部——
亚泰足球俱乐部。

伪皇宫现在我们前往美丽富饶的长春市东北角，有一座与现
代建筑截然不同的建筑群，它就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
罗·溥仪充当伪满州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旧址——伪皇宫。
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溥仪及其后妃皇家悲剧
的历史见证保留下来，经吉林省政府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现已成为长春市内重要的旅游观光景点。伪皇宫
的前身实际是吉黑榷运署，由此当年的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小皇帝住盐仓，闲龙一条”。溥仪从1932年至1945年
八·一五光复的前夕，在此度过了十四年的傀儡生涯，就是
在这里，傅仪先后同日本关东军签定了《日满密约》和《日
满议定书》，将中国东北的大好江山拱手奉献给了日本人。

一般皇宫的建筑格局大家想必非常清楚，那就是前朝后寝，
左祖右社，三朝午门以及严格的中轴对称形式，然而溥仪的
宫殿却是前寝后朝，寝宫跑到了办公楼的前面，该祭祀祖宗
的地方却供上了日本的天照大神。由此可见，溥仪到底是不
是受命于天的皇帝了，伪皇宫的土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在
日本战败后，伪皇宫在不同程度上被破坏了，还有一些建筑
被附近的单位、居民占用，如今我们参观的面积大约有4.5万
平方米，市政府下令投资来恢复伪皇宫的原貌，预计三到五
年的时间伪皇宫可恢复全貌。那下面，就让我们去听那伪皇
宫的片片陈瓦为我们讲述的那段屈辱的历史，那段辛酸的故
事，同时，也希望各位几年之后再次莅临本地。貌，预计三
到五年的时间伪皇宫可恢复全貌。那下面，就让我们去听那
伪皇宫的片片陈瓦为我们讲述的那段屈辱的历史，那段辛酸



的故事，同时，也希望各位几年之后再次莅临本地。

人民大街，它北起火车站，南至长沈高速公路口，全长22公
里，平均街宽54米，中间没有一个拐弯，是长春纵贯南北的
中轴线。人民大街始建与1907年，是与长春火车站同时修建
的，当时长度不足千米，宽仅为36米。1932年改称大同大街，
同时建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解放后这条街进
行了拓宽和绿化，改称斯大林大街。1996年改称人民大街。

胜利公园，它兴建于1915年，占地面积为27万平方米。伪满
时期称西花园和儿玉花园，叫做儿玉花园是为了纪念一个叫
儿玉太郎的日本人，此人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日军总参谋长，
后来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儿玉花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长春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公园。

吉林省委，它修建于1933年，是模仿日本名古屋的城楼而修
建的，原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吉林省人民政府，伪满时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其地下室曾是
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

长春市中心医院，是伪满时期的海上会馆，它内部主要从事
保险业务。

现在我们车行的右手边这座建筑是伪满时期的康德会馆，是
为来华财团或要人提供住宿，膳食，交通，邮政的场所。现
在是我们长春市市政府。

现在请大家看正前方，前面这个广场就是长春市的中心广场
也是长春市的象征——人民广场。人民广场始建与1932年，
当时称大同广场，解放后至今用现名。人民广场直径300米，
周长一公里，占地面积为7万多平方米，广场中心是为纪念光
复长春牺牲的23名苏军飞行员而修建的苏军英雄纪念塔，该
塔于1945年建成，塔高27.5米。上面的飞机做北飞状，塔身



正面阴刻着“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该塔于1961年4月被列入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场中栽种3000余株树木，是市民
休闲晨练的好地方。

现在我们车行右侧的这座建筑是伪满时期的中央银行,它建
于1932年,占地面积为2.6万平方米,此建筑地上四层,整个建
筑为古希腊式风格,这座建筑是满洲国的金融中枢,现在是我
们吉林省的人民银行。

现在我们车行右边的这座建筑物是伪满州国时期的电信电话
株式会社，现在是我们吉林省的电信局。

电信局前面绿色房顶的建筑是伪满时期的新京警察署。现在
它是我们长春市唯一一家七星级宾馆，因为在这里可以不花
一分钱入住，它就是长春市的公安局。

在人民广场东侧是我们长春市最大的佛教庙宇，护国般若寺，
它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现在是吉林省和长春市佛教协会所
在地。

现在车行使的大街仍然是人民大街,右边的公园叫做牡丹园,
园内的吉林大学礼堂是伪满时期的日本神武殿,于1936年竣工,
为日本庙宇式建筑。

长春导游词篇三

长春胜利公园始建于19，1949年后进行了大面积绿化，面貌
一新。现有动物区、金鱼区、花卉区和游乐设施等，面积23
万平方米。

动物区，展出动物50余种，500多只;金鱼区，展出金鱼30余
种;花卉区，展出花卉百余种，数千盆;儿童游戏区内设置了
大型空中脚踏车、宇宙飞船等游乐项目;新建了水上活动区、
荷花池、拱桥、长廊、哈哈镜、溜冰场等设施。



胜利公园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长春导游词篇四

位于武昌大东门东北角双峰山南坡，黄鹄山(蛇山)中部，是
我国道教著名十方丛林之一，为历代道教活动场所。称“江
南一大福地”。观内崇奉道教全真派，以其创始人重阳祖师
门人邱处机道号“长春子”命名。相传在古代，此地为湖汊，
因多松树而称之为“松岛”。楚地崇巫，甚有影响。秦汉以
后，有“先农坛”、“神祗坛”、“太极宫”之称。道书记
述，老子曾游历至此，建有“老子宫”。宋代理学家朱熹来
此曾作记载：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

该观始建于元代，为邱处机门徒所建，以纪念道教全真派北
七真之一，龙门宗的创始人丘处机(公元1148年-1227，字通
密，号长春子)在元军南下时“一言止杀”济世救民之劝德。
始称“长春观”。长春观建后屡遭兵毁，清同治二年(1863
年)依明代形式重建，使“庙貌森严，回复壮观”;1931年再
次修缮，布局重臻完善。全观面临武珞路，背依双峰山，依
山而筑，层层递进，错落有致。中为5重大殿，现存4重，依
次为灵宫殿(供奉镇守山门之神王灵富)、太清殿(供奉太上老
君)、七真殿(供奉丘处机等七位真人)、三皇殿(供奉伏羲、
神农、轩辕像)。

东西4院，原为乾坤两道清修之所，现保存部分建筑，全貌正
在恢复之中。长春观是我国古老的道教丛林之一，历史悠久，
道学渊源，被武汉市列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省、市道教协
会均设在观内，每逢庆典之日，举行活动，甚为壮观。现增
设素餐馆和道教特色门诊各一处，为各地游人和道家信徒又
添一层风趣。而且该素食观是武汉各寺院味道做的最好的一
家。



长春导游词篇五

游客可以欣赏到古代与现代、蛮荒与文明、东方与西方风格
各异的景观与建筑，感受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领略到世
界各地的秀美风光。在这里四季都有美景可赏，春踏芳草地，
夏游碧波池，秋赏长娥月，冬登风雪楼。长春世界风景园融
世界著名景观与秀美的田园风光与一体、餐饮、住宿、游乐
设施配套的国家2a级大型文化主题公园，是休闲娱乐、旅游
度假的首选景区。58处世界著名景观缀嵌在青山绿水之中，
雄伟壮观的凯旋门、幽幽神秘的吴哥窟、充满异域风采的婆
罗浮屠、信仰与宗教交织着的卡纳克神庙，在这里超越时空
彼此交融，尽展人类文明的历史。

长春世界风景园是国家2a级旅游景区，是东北三省唯一的
融58处世界著名景观与秀美的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的，餐饮、
住宿、游乐设施配套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58处世界著名景
观再现了一个精美绝伦的“世界”，在这里可以实现一日周
游世界的梦想。60公顷山林果园，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
冬有青，可尽赏自然风光之美，呼吸森林氧吧，尽享采摘收
获的乐趣。四座形状各异的大型喷泉荡起玉树琼花，多姿多
彩;“八大金龟池”碧波荡漾，演绎着一段古老的传说。40公
顷山林果园，逢春，杏花、梨花、山野花竟放，会使您置身
于色彩缤纷的“仙境”;经秋，满山红叶，硕果累累。可供您
尽情地收获采摘。东北三省最大的室外卡丁车运动场，射箭
场、游船、垂钓等游乐设施，时尚新潮，情趣浓郁，可尽享
家的舒适，还可品尝极具特色的美味佳肴。

春世界风景园园区内有知名的“康熙泉”。据记载，康熙二
十年，也就是1681年，康熙巡视由京师经盛京到吉林驿站的
修建，双阳(潘家屯原属双阳辖区)是由吉林至盛京的第三站。
当时正值初秋，由于一路劳累，当行至潘家屯时，觉得口喝
难忍。这时，一股清泉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康熙下马
痛饮，并连声喝彩：“清醇甘甜，好水!好水!”此泉至今仍



在，且冬夏长流。因康熙喝过此泉的水，后来人们称这眼旺
泉为“康熙泉”。

劝农山原名“潘家屯”，那么何以更名呢?康熙饮过泉水之后，
在此小憩。当地猎户和药民闻皇帝驾到，纷纷前来拜谒，康
熙帝龙颜大悦，劝他们“安分务农，屯垦戍边”。并明
诏：“富家子弟中的‘贡监生员’垦地20顷以上，式其文义
通晓者，用为县丞;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用为知县;地
方-，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从此，这些猎户和药民开
始了垦荒耕种，农业有了快速发展。全国的耕地面积由康熙
初年到康熙六十一年，增加了600万顷。后来，人们便将“潘
家屯”更名“劝农山”，并立了劝农碑。园区内的大型观赏
性梨园，也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也就是当地猎户和药民前来
拜谒时，康熙帝把带来的梨赐给了猎户和药民。后来，这些
猎户和药民把梨的种子种在了山上，奇迹般地长出了许多梨
树，此后，逐年栽种不辍，梨园不断扩大，形成了现在占地
近40公顷，有5000多株梨树的省内最大的观赏性梨园，
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时，梨园成为关
东大地早春的一大胜景。

长春导游词篇六

人民大街，它北起火车站，南至长沈高速公路口，全长22公
里，平均街宽54米，中间没有一个拐弯，是长春纵贯南北的
中轴线。人民大街始建与19，是与长春火车站同时修建的，
当时长度不足千米，宽仅为36米。1932年改称大同大街，同
时建大同广场，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广场，解放后这条街进行
了拓宽和绿化，改称斯大林大街。改称人民大街。

胜利公园，它兴建于19，占地面积为27万平方米。伪满时期
称西花园和儿玉花园，叫做儿玉花园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儿玉
太郎的日本人，此人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日军总参谋长，后
来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儿玉花园改名为中山公园，
长春解放后改名为胜利公园。



长春省委，它修建于1933年，是模仿日本名古屋的城楼而修
建的，原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长春省人民政府，伪满时为日本宪兵司令部，其地下室曾是
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

长春市中心医院，是伪满时期的海上会馆，它内部主要从事
保险业务。

现在我们车行的右手边这座建筑是伪满时期的康德会馆，是
为来华财团或要人提供住宿，膳食，交通，邮政的场所。现
在是我们长春市市政府。

现在请大家看正前方，前面这个广场就是长春市的中心广场
也是长春市的象征——人民广场。人民广场始建与1932年，
当时称大同广场，解放后至今用现名。人民广场直径300米，
周长一公里，占地面积为7万多平方米，广场中心是为纪念光
复长春牺牲的23名苏军飞行员而修建的苏军英雄纪念塔，该
塔于1945年建成，塔高27。5米。上面的飞机做北飞状，塔身
正面阴刻着“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该塔于1961年4月被列入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场中栽种3000余株树木，是市民
休闲晨练的好地方。

现在我们车行右侧的这座建筑是伪满时期的中央银行，它建
于1932年，占地面积为2。6万平方米，此建筑地上四层，整
个建筑为古希腊式风格，这座建筑是满洲国的金融中枢，现
在是我们省的人民银行。

现在我们车行右边的这座建筑物是伪满州国时期的电信电话
株式会社，现在是我们省的电信局。

电信局前面绿色房顶的建筑是伪满时期的新京警察署。现在
它是我们长春市唯一一家七星级宾馆，因为在这里可以不花
一分钱入住，它就是长春市的公安局。



在人民广场东侧是我们长春市最大的佛教庙宇，护国般若寺，
它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现在是省和长春市佛教协会所在地。

现在车行使的大街仍然是人民大街，右边的公园叫做牡丹园，
园内的大学礼堂是伪满时期的日本神武殿，于1936年竣工，
为日本庙宇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