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乡景点导游词(模板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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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景点导游词篇一

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是江苏省会、副省级
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部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家乡南京的作文，欢迎阅读参考。

我的家乡在六朝古都南京，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那儿山清
水秀，古巷老街所处可见。大街小巷里有许多艺人，更有无
数美味佳肴。

南京的小笼包和鸭血粉丝汤是二大特色，还有一句俗语“轻
轻移，慢慢提，前开窗，后喝汤”来讲述小笼包的吃法呢。

南京的民间艺人更是数不胜数。有糖稀画、捏面人、吹糖艺、
做棉花糖的，还有冰糖葫芦，现在还有冰糖苹果和冰糖水果
呢！

著名的夫子庙里有许多小吃店。里面有臭豆腐店，板栗店，
还有卖状元豆、酒酿元宵的店。最受欢迎的是板鸭和盐水鸭，
还有一种特别的“叫花子鸡”，是包了一层泥土的鸡，但很
多人都排上好久的队去买。

最出名的是南京的老吆喝。从小我就是听着它长大的，有一
句让我记得最牢“磨剪子嘞，锵菜刀”，往楼下一看，总能



看见一位老爷爷肩上挎着一条长板凳，板凳上有一块磨刀石，
方便随时为顾客磨刀。元宵节前后，又常会听见一句关于元
宵的吆喝：“卖酒酿，桂花酒酿卖了。”

南京的民风民俗是如此的多，恐怕只有老一辈南京人才知道，
但是如果介绍名胜古迹，谁都一定会知道。

玄武湖中有五个小岛：环洲、樱洲、翠洲、梁洲、菱洲。湖
边有许多垂柳，曾有诗人写下这样一句话“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我的家乡在南京，拥有六朝古都的历史，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我的家乡就是有六朝古都的称的——南京，南京空气最好的
就属中山陵了，进入中山陵的道路两旁都是民国时期高大的
法国梧桐树，冬天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片面叶子，显得有些
凄凉。

到了春天，树上的叶子一夜之间长出了嫩芽，显得格外可爱。
到夏天，树上的叶子茂盛起来，像一把把自然的绿伞，遮挡
炎热的阳光。显得无比的清凉。但是还是有些小麻烦的事，
法国梧桐的花在每年的五，六月份盛开时节会飘落满天
的“毛毛”吸进鼻腔里，吹进眼睛里都会很难受，真是一件
很麻烦的事呢。中山陵是来南京不可不到的地方，不仅环境
优美而且还是“天然的氧吧”。

南京还有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那就是夫子庙了啦！在我的
眼中夫子庙每天都是热闹的，人头攒动的，走到那，南京的
小吃就会吃到那，还有许多小商品的店，可以买些做为纪念
送友人，雨花石，绸缎，琳琅满目的让人挑花眼。这里还有
明朝时期考科举的书院，门外有两个穿着古装“护门卫士”
的彩泥雕像，可以想象当时的科考是这件多么严谨的事呀。
美丽的秦淮河到了晚上更是张灯结彩，与河水的波光相融别
有一番风味，租上一条船，泛舟河面一路欣赏两岸的字画，



那真是诗情画意的感觉了！南京是六朝古都，近代历史是民
国时期，整个城市充满着文化艺术的气息，我为生在这，长
在这而感到骄傲。

我的家乡南京是历史悠久的城市，自古有东晋、齐、宋、梁
等都在南京定都。所谓“六朝古都”就是指的南京。

南京的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如：状元境、鼓楼、铁心桥、太
平天国天王府、估衣廊、三步两桥、南唐二陵。每一处都有
一个动人的故事。南京的夫子庙有个“状元境”，这个地名
就有一个神话传说般的来历：古时候，哪个地方出了状元，
这地方就要加上这个状元的姓。

当年，秦桧也考上了状元，他家乡的老百姓就在那儿提了
个“秦状元境”，并刻在石碑上。秦桧上任后，好事不做，
坏事做了一大堆。没几年，“秦状元境”的“秦”字被人一
点点抹了去，终于消失的无形无踪。秦桧得知后大怒，亲自
提笔写了个“秦”字在上面，并派人严加看守，以防有人擦
去。

不到一天功夫，“秦”字又消失了，秦桧便处死了派去的那
人。

秦桧的儿子秦熺到考状元的年龄，因走了父亲的后门，也当
上了状元。为了光宗耀祖，秦熺又把“秦状元”树了个牌坊
立在了原来父亲所立牌坊的旁边，可“秦状元”刚立
好，“秦”字又神秘消失了。就这样，谁也不敢再把“秦”
写上去了。“状元境”也就叫到现在。

作为“六朝都会”的古都南京，名胜古迹星罗棋布，不胜枚
举，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处处美丽的风景，让我喜欢，
让我着迷。

南京，我为你骄傲！



家乡景点导游词篇二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西湖旅行社的导游。

我姓马。

大家可以称呼我马导，也可以喊我小马，小朋友们就叫我马
叔叔吧。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西湖：西湖因位于浙江省省会杭州西
而得名，三面环山，东临城区，面积相当大。

有6平方公里，环湖一周15公里。

自唐朝以来，西湖就以它的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西湖就是人间天堂。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西湖，这里山水风景如化，景色怡人。

春，夏，秋，冬景色不一，其中夏天的景色最让人心旷神怡。

夏天西湖里的荷花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游客们你们快瞧，三潭映月，湖心亭和阮公墩中的3个人工小
岛，鼎立在湖心，是游览胜地。

所以唐朝诗人在《饮湖初晴后雨中》写到：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墨总相宜。

看，环湖的还有林木苍翠的吴山，凤凰山，玉皇山等景区，
山奇石秀，林泉幽美。

沿湖还有曲院风荷，花巷公园，柳浪闻莺等各具特色的圆林。

游客们，你们是不是现在已陶醉在这美景之中了呢?人们称赞
西湖道“天下西湖三十六，其中最好是杭州”这应该不为过
吧!

现在我的解说完毕。

在这我要提醒各位，除了我的微笑你们什么也别留下。

大家在游玩的时候不要乱扔果皮和包装袋。

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去。

祝大家玩得愉快。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我的家乡淮安观光旅游。

我是导游员张磊，大家叫我小张就好了，很荣幸将和大家共
同度过接下来在淮安的这段日子。

游览过程中有什么要求请及时告诉我，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大
家服务。

在此，也恳请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和配合，促
进我们不断提高服务层次和水平，让各位玩得愉快、吃得满
意、住得舒适，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淮安历史悠久，秦时置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著
名的“青莲岗文化”发源地，商周时期还是徐文化的中心地



域，明清时期淮安即为水运交通“咽喉”，大运河、淮河纵
横交汇，是漕运枢纽、盐运要冲，曾与杭州、苏州、扬州并
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这里曾孕育了大军事家韩信、汉
赋大家枚乘、枚皋、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巾帼英雄梁红玉、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民族英雄
关天培等。

淮安古迹名胜众多。

境内有唐代文通塔、宋代镇淮楼、妙通塔、明代明祖陵以
及“东方庞贝”水下泗洲城，更有韩信钓台、吴承恩故居、
梁红玉祠、关天培祠等著名人文景点。

淮安自然风光也十分独特。

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素有“日出斗金”之称的.洪泽湖，碧
波万倾，荷香鱼跃，百里长堤被誉为“水上长城”、“休闲
佳境”;国家森林公园盱眙铁山寺自然保护区万木葱茏，鸟语
花香，环境怡人。

作为农业大市，淮安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万亩荷塘、万亩
水杉林、万亩蔬菜种植园也是农业生态观光一道道风景。

淮安还是著名的淮扬菜系发祥地之一。

这里饮食文化源远流长，软兜长鱼、平桥豆腐、钦工肉圆、
文楼汤包等传统名菜点早已享誉神州。

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赵恺曾写道，“踏上淮安的土地，就是历
史与自然的回归。淮安是古老的，淮安更是年轻美丽的。”

我们的第一站是周恩来童年读书处旧址。

不难理解，也就是周总理小时候看书的地方。



我想大家对周总理成年后的事情是很了解的，那么，我就给
大家讲些周总理年少时的故事吧!

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长期在外省做小职员，经常失业，因此
全家的生活很艰难。

周恩来的生母姓万，是一位性格爽朗、精明强干、乐于助人
的女人。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祖籍浙江绍兴，在他谋得了知县职
位后，病体难支，不久便去世了。

周家本是名门望族，从此日趋衰落。

他撒手人寰时没给四个儿子(贻赓、贻能、贻奎、贻淦)留下
田产，只有那座大宅院。

1899年初，周恩来最小的叔父周贻淦一病不起。

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

安慰，也为使他的妻子陈氏有所寄托，恩来的父母决定把自
己不满周岁的头生子周恩来过继给他们“冲喜”。

陈氏寡居后，养子周恩来成了她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她把最
炽热的母爱无私的献给了年幼的周恩来，她还为养子请了一
位勤劳善良的乳母——蒋江氏。

养母陈氏出身书香门第，勤于书画，爱好诗文，是周恩来的
文化启蒙老师。

从4岁起，陈氏每天教他读书识字，背诵唐诗宋词，还给他讲
故事。

养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幼年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文



化修养的提高影响很大。

从蒋妈妈哪里，周恩来学到的是另外一种知识。

蒋氏勤劳简朴，在用乳汁哺育小恩来的同时，也向他灌输了
朴素的感情。

春天到了，小恩来和蒋妈妈种了几棵南瓜。

秋天，结了几个大南瓜，小恩来高兴极了，从心里钦佩蒋妈
妈。

由于生母万氏性格爽朗，待人接物礼节周全，家族间发生了
纠纷，常要请她出面调解。

这对周恩来的性格的养成是很好的熏陶，三位母亲，把同样
的慈爱给予周恩来，也以不同的性格，给周恩来以不同的影
响。

1907年、1908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的相继去世，
改变了年幼的周恩来的全部生活。

才10岁的周恩来不得不带着两个弟弟象成人一样挑起了沉重
的家庭重担，成为这个败落家庭的当家人。

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从侄儿的来信中，了解了家中发生的一
切，很同情他的处境。

1910年春天，周贻赓便把周恩来接到了东北。

从此，周恩来再也没有机会回故乡淮安。

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



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
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
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
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
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
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
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
更激励他勤奋学习。

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
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
已是深夜了。

一路

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
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

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
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
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
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
遍，直到满意这止。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在沈阳读书的时候，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他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常常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自己在阅
读书报时思考的问题。

当时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怎样救国和宣传救亡的问题。

周恩来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认真完成课外作业，尊敬老师，
团结同学，有礼貌，守纪律。

他特别注意课外阅读，来弥补课堂上学习的不足。

他所读的书报，范围也比较广泛，除了社会科学的书籍外，
自然科学和军事科学的书籍也是他喜爱的读物。

他还能把几本书的内容对照起来阅读，加以比较，探求最科
学的内容和答案。

有一天，东关模范高等学堂的魏校长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问
大家：“读书为了什么?” 有的同学说：“为了给自己将来
找条出路。”

有的同学说：“为了能发财致富。”

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



商人。

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

周恩来站起来，大声地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是
说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兴盛，像巨人一样挺立在世界而读书
学习。

老师和同学们都敬佩地望着他。

周恩来在小学三年，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经
被选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印行，这篇题目为
《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感言》的文章，后来还收入上海进
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
学国文成绩精集》这两本书里。

这篇九百多字的文章写得非常精采，其中对于老师、同学充
满着热情的希望，希望师生一道以担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
任”。

这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中学毕业以后，赴日本留学前，曾经回到沈阳母校，
看望诸位师友。

他给一个要好的同学写了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
会中华腾飞世界时”。

相约当中华民族独立、繁荣的时刻再相见言欢。

这位同学一直把这个题字珍藏了40年，1957年，又送给周恩
来总理，两位老同学终于在解放了的新中国重逢，畅谈了祖
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毕生的目标，唯是如此，周恩



来才受到万民的景仰，几成为一个完美的化身。

家乡景点导游词篇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 ——八角庙。

我是红领巾小导游谢昊然， 今天我将热忱为你们服务， 相
信我， 我可也是家乡 建设的一名小主人， 我一定会带你们
领略我的家乡 的那片神奇的土地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现在， 汽车正行驶在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上， 我们马上就要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

游客们， 你们知道吗? 这条公路的前身却是一条又泥泞又窄
的土路呢! 这才几年， 就变成现在这样平坦的公路了， 而
且这样的路还村村通了呢! 大家请往公路两旁看，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座小洋房吧! 这就是我的家乡人的“乡间别墅”。

你们看， 那些“别墅”墙上挂的是什么呢? 一串串， 一条
条， 很美吧? 告诉你们吧， 那红的是辣椒， 黄的是玉米。

这可是我的家乡 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到了， 到了， 大家可以下车了。

看到了什么? 是啊， 那一片绿油油的树上挂满了鲜红欲滴的.
樱桃， 这一片绿绿的藤上结满了红得诱人的草莓。

想尝尝鲜吧? “口水直流三千尺”啦? 行， 去采摘吧， 选
自己最喜欢的又大又红地摘， 尝它几个完全没问题， 我们
家乡 的人民好客着呢! 当然你们更不用担心果农们在这些果
树上喷洒了农药， 我们这儿的水果纯属天然的， 我家乡的
人追求的就是真真的“绿色食品”， 从果树上采摘下来马上



就可以吃的。

哦， 想要带些给家人也尝尝?行， 去那边称个重量付了钱就
行， 放心，价格绝对优惠。

其实， 你们知道吗?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杂草丛生，
现在， 呈现在你们面前的美景让你们赏心悦目吧! 游客们，
别驻足惊叹了， 让我们继续前行吧。

快看快看，看到前面那些建筑奇特的房屋了吧? 对， 那就是
我们家乡 的“农家乐”， 现在也到午饭时间了，就让我们
去农家乐吃一顿美餐吧! 农家乐的菜谱名可多了， 比如有：
红烧鱼、 羊肉蒸笼、 牛肉、 鸡、 鸭、 鹅肉; 野兔、 野
鸡， 还有卤鸡蛋， 各种野菜等。

总之， 所有的菜肴都源自于本乡 本土， 全都是纯天然的，
未经污染的， 全是环保食品， 大家痛痛快快地嗨一顿吧!
机会难得呀! 酒足饭余后， 我们一块儿去农家乐附近的池塘
钓鱼吧。

我们只要去农家主人处缴二十元押金， 再缴十元钓竿租金，
就可以钓鱼了。

主人还会免费提供矿泉水、 鱼饵、 太阳伞、椅子和一包零
食哟。

而且， 在我们这里， 只要你们在规定时间里钓到的鱼都是
自己要， 如果不想带走， 主人会以市场价付给你们钱。

对了， 还忘了说， 池塘里鱼的品种可多了， 有娃娃鱼、
牛蛙、 鲫鱼、 白鲢鱼、、、、、、 所以， 钓到鱼的机率
很大， 你们要加油哟! 过了钓鱼瘾，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
呢? 让我们去湖中划船放松一下吧。



这个湖位于农家乐背面的二千米处， 群山环抱的湖， 周围
景色宜人。

湖中的水清澈得可以倒映四周的美景， 这个湖在远处看犹如
给整座山镶嵌的一颗蓝宝石， 湖面犹如一面碧绿的镜子，
亮光闪闪， 镜子里面还有蓝天、白云的影子呢! 湖周围的树
木郁郁葱葱。

在湖中划船， 五彩的阳光照在身上， 暖暖的; 抬头仰望蓝
蓝的天空， 白白的云， 吹着习习的凉风， 呼吸着新鲜的空
气， 酥酥的; 此时此刻你会感觉时间也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了
忘了走动一样， 一切是那样惬意， 一切是那样沁人心脾，
一切是那样自由自在， 简直如坠仙境啊!

有趣的一日游即将结束， 大家还意犹未尽吧? 如果你也恋上
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欢迎常来看看。

相信， 我的家乡 将变得愈来愈美丽、富饶!

从郑州向南驱车五个多小时，就来到了我的家乡，豫皖交界
的地方------西九华山。

西九华风景区位于西九华山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大别山中。

小朋友们，你们听说过西九华风景区吗?西九华风景区群山环
绕、风景秀丽、空气清新，还是4a级风景区呢!这里有大片大
片的毛竹林，郁郁葱葱，满眼都是翠绿，一阵风吹过，毛竹
林跳起曼妙的舞姿，此起彼伏，春天的时候，竹笋破土而出，
就像一个个小电钻似的，探出头来感受春天的气息。

半山腰上，杜鹃花正在盛开，红红的花朵点缀在碧绿的山坡
上，就像给大山穿上了红艳艳的裙子，漂亮极了。



远处，一排排低矮茁壮的茶树像阅兵似的修整的整整齐齐，
发出嫩绿的细芽，采茶的阿姨们背着小竹篓有说有笑地正在
采茶呢，不久，人们就可以喝上今年的新茶啦!听爸爸说，这
里也是信阳毛尖的产地之一。

我的家乡真美啊!清新的空气，美丽的风景，我都有点流连忘
返了，小朋友们如果想去西九华玩，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

西昌导游词

各位贵宾，大家好!欢迎来到西昌。

说起西昌，很多人都会浮想联翩，在四川省西南攀西大裂谷，
有一座青山环绕，冬暖夏凉，惠风和畅的美丽城市。一枚枚
运载火箭从这方神奇的土地升腾，象划破苍穹的利剑把一颗
颗卫星送向太空。这就是有着二千六百五十一平方公里幅员
面积，54万人口，海拔1500米，蜚声中外的中国航天城——
西昌。西昌市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区首府。

据史载，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她便是祖国西南边陲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汉朝时，这里叫邛都，公元862年，南诏征服这里后，把它改
名为建昌。

1728年，清朝雍正年间，因其位于四川西部，朝廷又希望它
繁荣昌盛，故改名为西昌，并沿用至今。在这片历史悠久的
土地上，在悠悠岁月中，曾演绎过司马相如的开疆拓荒，诸
葛亮的猎猎南征，杨升庵的浅吟低唱，马可波罗的异域探奇。

从名字的演变中，我们知道了西昌悠久的历史。同样从名字
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西昌的特点。

昆明有春城之称，西昌也有小春城的美誉，这里的气候丝毫



不逊色于昆明。西昌年平均气温摄氏17度，最冷的一月平均
气温也在摄氏10度，而七、八月份的平均温度却不过二十四、
五度而已。

真可谓:说到阳光，免不了要说说月光。西昌有一个至柔、至
美的名字:月城。在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四川段上，有三大气
象景观，清风、雅雨、建昌月。其中建昌月指的就是咱们西
昌的月色。昌海拔较高，又没有污染，所以空气的能见度特
别高，月色自然是分外皎洁了。好了，大家知道了西昌。

家乡景点导游词篇四

我的家乡在包头，这里美丽富饶，如诗如画，是全国文明城
市。让我当一个小导游，一步一步来为您讲解吧。

我们包头，有“鹿城”的美誉。包头城市标志是三只鹿组成
的巨大雕像，坐落在一宫环岛。据说，很早以前，包头这片
大地水草丰茂，野鹿成群。现在，包头还有一个圣鹿园。去
年，学校的小记者们去采访。园里大概养着几百只鹿，有梅
花鹿、牛鹿等，芳草萋萋，鹿鸣呦呦，非常漂亮。每到夏天，
这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特别多。

我们包头，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街道特别宽阔，两旁
绿树成荫，有著名的钢铁大街、黄河大街和建设路。包头每
个居民小区周围还有许多公园，有劳动公园、阿尔丁植物园、
包头乐园，大家闲暇时在这里锻炼，唱歌。包头的环卫工人
们工作非常认真，清洁车来来回回不停地清扫，大街上非常
整洁干净。因此，包头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最佳人居奖”
呢。

我们包头，有“草原钢城”之称。听爸爸讲，包头是我国少
数民族地区建设的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当年，周恩来爷爷
还为包钢一号高炉剪彩。现在有包钢集团、一机集团、北方



重工集团等，还有高科技的核能、太阳能、风能工厂。我家
就住在北重集团附近，星期天，我们一家经常去北方兵器城，
去看那里陈列的大炮、坦克，好过瘾啊。

我们包头，也是旅游名城。包头南临黄河，北靠阴山，有许
多旅游胜地。壮观的黄河奔流而下，气势磅礴;巍峨的阴山高
高耸立，直穿云霄;连绵的草原伸向天边，引人遐想。值得一
提的，是我们包头的赛汗塔拉草原，它是全国城市中绝无仅
有的“城中草原”。夏天，我喜欢到那里散步。我们包头还
有南海、秦长城、五当召等知名景区，每当旅游旺季，游人
络绎不绝。

我们包头，还是一座美食城。这里盛产牛肉干和奶酪。牛肉
干味道香辣，让你回味悠长。香甜的奶酪，会让你的心变得
甜滋滋的。包头还有闻名全国的“小肥羊”、“小尾羊”。
许多外地来的游客，都要去小肥羊大厦，品尝包头这一独具
特色的美味。

这就是家乡，这就是美丽的包头!

家乡景点导游词篇五

洛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属商洛市。地处华山之南，周
设华阳池，秦置内华阳郡。距西安容108公里。东与河南卢氏、
灵宝毗连;南与丹凤、商州交界;西与华县、蓝田接壤;北与华
阴、潼关为邻，素有陕西“东南门户”之称，是商洛市唯一
黄河流域县，是中国“十大金牌核桃县”。森林覆盖率在90
﹪以上。洛南是华夏汉字故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洛南县属于暖温带南缘季风性湿润气候。由于群山连绵，起
伏悬殊，具有明显山区气候特征。季风影响明显。冬季气候
寒冷，雨雪稀少，为一年中干燥季节;春季气温回升较快，降
水逐渐增多，如果伴有大风，土壤蒸发加剧，极易形成春旱，
当寒潮入侵时，往往出现冻害;夏季是一年中最高气温季节，



也是降水量最大的季节，雨量集中，多有雷阵雨、暴雨出现，
有时伴有冰雹，有时还出现局部伏旱和夏旱;秋季气温速降，
初期多有连阴雨，常常形成涝灾，末期偏少，天气晴朗，秋
高气爽。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家乡景点导游词篇六

我的家乡――包头，在蒙语中是“有鹿的地方”。而且也是
著名的“草原钢城”。我的家乡景色宜人，物产丰富，地下
储有闻名于世的稀土资源，人们常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
稀土”，家乡被誉为世界的“稀土之都”。我为有这样的家
乡而感到荣耀。

包头还是首批全国文明城市。你看，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高
楼大厦布局整齐、颜色淡雅：大型休闲广场、绿色主题公园
在城市中布置的错落有致。高大的建筑商城各领风骚，集娱
乐、购物为一体。商厦比肩，顾客盈门，一派繁荣兴旺的景
象。在休闲时，无论在社区还是在公园广场，人们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捧着各种乐器，吹吹打打，唱着赞美祖国的歌曲，
跳着民族团结的舞蹈。嘹亮的歌声和悠扬的乐曲在城市上空
回荡，一派平安和谐的繁荣景象。

作为包头的一名小公民，小学生，我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
自豪。我更要发奋努力，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为家乡的繁
荣昌盛做出贡献。

啊，美丽的家乡，我再次深情的赞美你：我爱你，我的家
乡――包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