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移风易俗年度工作总结 福州的导游词
(模板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优秀的总结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
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移风易俗年度工作总结篇一

各位游客：大家上午好!

首先，让我代表------旅行社，欢迎诸位前来福建永定客家
土楼观光旅游。

我叫------，很荣幸为各位嘉宾导游，由于本人才疏学浅，
水平不高，有不到之处请大家原谅，祝各位身体健康，旅途
愉快，谢谢!(发宣传册)。

永定土楼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福建土楼(永定下洋)旅游风景区，途
经红坊镇、高陂镇、坎市镇、抚市镇、陈东乡、岐岭乡、下
洋镇等七个乡镇，全程约80公里。现在我用客家方言说一名、
句“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永定客家土楼”。

说起土楼旅游，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某超级大国的卫星发现中国福建的西部布满了无数个大小不
一、或圆或方的不明建筑物，他们怀疑可能是核反应堆，也
可能是导弹发射井，而且规模庞大，数量惊人，引起该国当
局的高度重视，于是派遣特工人员以记者的身份前来探个究
竟，结果探明是一座座土楼民居建筑。虽然虚惊了一场，但
是却为土楼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到目前为止，



永定土楼已接待了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万中外游客。

应该说永定的圆土楼最为神奇和最有魅力，因为中国的远古
时代，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古人以圆和方代表天
和地，崇拜有加。尤其认为“圆”具有无穷的神力，给人带
来万事和合、子孙团圆。永定最大的圆土楼共四层，有400多
个房间，可住六七十户人家约五、六百人。圆土楼内有水井、
浴室、厕所、磨房、猪舍、花园、学校等设施，建筑面积
达5000平方米以上，说她象个小城市一点都不夸张。传说有
两个同楼的新媳妇某日娘家相遇，为“自己住的楼是最大的
土楼”这一话题争得面红耳赤，结果结伴回家才知道，她们
住的是同一座土圆楼。有人统计，倘若你到土楼借宿做客，
在每一家用膳一天，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每个房间住一个晚上，
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每天认识楼里的`一个人，要用近两年的
时间。其间新的媳妇女娶进来了，新的小生命又诞生了，因
此你永远也无法认识全楼的人。

现在，我荣幸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福建土楼，已被世界
文化遗产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说是福建土楼将成
为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福建作家许怀中先生说：“永定土楼是个句号，却引出无数
的问号和感叹号”。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茂木计一朗
说：“永定土楼象地下冒出的巨大蘑菇，又象自天而降的黑
色飞碟".美国哈佛大学建筑设计师克劳得说:“永定土楼是客
家人大胆、别具一格的力作，它闪烁着客家人的智慧，常常
使我激动不已”。

客家人

我唱一首客家山歌给大家听(或朗诵一首客家民谣)。我们一
再称在土楼内居住的人为“客家人”，那么什么是“客家
人”，我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



很多人误认为“客家”是一个民族，其实客家是中华民族中
汉族的一支特殊的民系。两千多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
为宫廷内哄、逃避战乱、自然灾害及政府南迁等到种.种原因
而出现六次较大规模的向南方迁移。第一次是秦始皇时派兵
五十万驻扎广东南岭;第二次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三国两晋
时期;第三次是唐朝末年至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第四次是南
宋时期金兵南下导致汉人南渡;第五次是清兵南下，客家人抗
清失败而迁移;第六次是清代雍正年间的“移湖广，填四川”
政策(相当于现在的三峡移民政策)，大量客家人向广西、四
川等到地迁移。

根据专家统计，两千多年来，中原地区大量的汉人南迁，目
前主要定居在福建、广东和江西地区，然后又扩散至四川、
广西、海南、中国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那么，相对于
这些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应该是客人，所以统称“客家
人”。

我们所说的“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汉族秘当时南方的百越
族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形成了一种既保留了中原汉族文化的
主要特征，又容光焕发纳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这种
文化就是在民俗语风情和文化语言等到方面有显著汉族特征，
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客家文化”。在我们即将参观的土楼
大型客家民俗博物馆里面，大家就可以直观地了解这种汉族
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现象”，典型的“客家
文化”。

客家人的“土楼建筑、宗教礼仪、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节
日喜庆、山歌汉剧~~~~~”等都将出乎您的意料之外。福建土
楼之旅将向您展示土楼建筑的智慧和艺术，以及客家人的历
史渊源，零距离地感觉客家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参观游
览土楼景点前，各位如果有什么疑问请提出来，我将尽力解
答。现在我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或猜一个谜语)。



移风易俗年度工作总结篇二

我出生在美丽的榕城--福州，它是一个山水环绕的滨海城市，
各种各样好吃的美食，十分诱人。现在，我就跟你聊聊福州
的小吃吧！

在众多的福州小吃中，我最喜欢的是鱼丸，这也是福州人最
喜欢的一道菜。一说到鱼丸，我的口水就“噼里啪啦”直往
下流。鱼丸是用新鲜的鱼肉和地瓜粉做的，看上去像白色的
乒乓球，一口咬下去，整个油汁涌入我的嘴里，吃起来味道
十分鲜美。

我还爱福州的肉燕。相传，古代有位大官，吃惯了山珍就觉
得平淡。于是，厨师为他做了一道菜，用木棒将瘦肉打成泥，
掺上地瓜粉，擀成皮，切成小块后包上肉馅，煮熟配汤吃，
就成了肉燕。福州肉燕，真的能让你吃了还想吃呢。

到福州，你一定会还听到“锅边糊”，那可是老福州们的最
爱啦。原来，锅边糊是用面片制成的，加入海鲜、胡椒、香
菇、葱蒜，放入锅中，水烧开时迅速捞起就可以了。“锅边
糊”味道鲜美可口，很早就闻名中外啦。

听了我的介绍，你动心了吧？告诉你，没吃过福州小吃，不
算真正来过福州。如果你来福州旅游，记得一定要品尝福州
的小吃哦！

移风易俗年度工作总结篇三

冯老师说西湖公园要举行菊花展了!今天我们就奔向西湖公园。

我们走进后大门，看到有些植物已慢慢枯萎，没有看见菊花，
顿时有些失望涌上心头，找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菊花展在前
大门，于是，我们就风风火火地向前门走去，到了前门果然
两旁摆着整整齐齐的菊花盆，在风中微笑地向我们招手好像



在说：“欢迎你们来观看菊花展！”

这时我们来到了喷泉旁边,有围着一圈一圈的菊花,各种颜色
摆成一块块方形的,三角形还有是梯形,形状不一,奇形怪状的
铺上了一层五彩缤纷的地毯.有的菊花摆成孔雀形,有的摆成
蝴蝶形状,还有摆一条一条的好象从青山上流下来的"瀑布”
汇成了一幅幅五彩的图画！

天色不早了，我们就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移风易俗年度工作总结篇四

花海象征着浪漫、美好和希望。置身于花海中，沉醉在花草
的清淡宁神的香气里，享受静谧的悠游时光，陶醉于满满的
的田园风情，别提有多棒！于是，我、爸爸、妈妈不假思索
地去福州花海公园一游，开始一场“爱的旅程”。

一走进花海，映入眼帘的，是五颜六色的花朵。有红的，有
黄的，有白的，有粉红的，有深蓝的……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仿佛成了一位花仙子，在花的海洋里畅游。

花儿的品种更是数不胜数：有五彩缤纷的格桑花，有生命顽
强的野菊花，有小巧玲珑的红花……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显
得更加美丽，在绿叶和绿草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高贵。真是美
不胜收！

我情不自禁的蹲下来，细细地打量它们，只见小红花虽然只
有四片花瓣，但层层都挨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酒杯，因为前
两天下了雨，所以每一个“小酒杯”里都盛满了新鲜的露水，
真想喝上一品，一定沁人心脾！郁金香亭亭玉立，不愧称
为“花中仙女”，它的颜色更是多姿多彩，有红的、黄的、
粉的、半红半白的，美丽极了。

还有两种半黑半黄和半黄半紫的奇异花。半黑半黄的这种是



黄色花瓣，但从中心处晕染出黑色，极似蝴蝶，故名“蝴蝶
花”！而半黄半紫的这种花呢？则是紫色的花瓣，在中间点
了一点黄，可谓点眼之笔。

走出花田，看见的是一片湖，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
像是给湖面镀了一层金，在湖的对面是一座欧式教堂，那意
境让人心旷神怡！

移风易俗年度工作总结篇五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自古，许多文人、
诗人所描写的秋天总是满山红红的一片。可在我的家乡——
福州，它的秋天却不同于其他的地方。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这是曹操在他的《观沧海》中所
描写的秋风。福州的秋风却跟它截然不同。不像春风那样柔
和，也不像夏风伴着电闪雷鸣。秋风送爽，伴着几片枯黄的
落叶悄悄来临。它送走炎热的夏，拎起一把大扇子，轻轻给
人们扇走闷热，扇走烦恼。带来的，是一片凉爽，一片清新，
蝉鸣没有了，只有小鸟儿清脆的叫声。它们总是呼朋引伴，
炫耀着自己美妙的歌声，动人极了。

雨的到来更增添了秋的美。下过一阵的急雨，就感觉到一阵
的凉。雨中，静得很。鸟儿躲起雨来了，行人也急匆匆的。
那雨，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从空中往下坠。呵，怕是没
有比这更令人感到凉丝丝的雨了吧。

福州的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榕树了。你瞧，四季常青的榕
树在街的两旁静默着。要说，不是鸟儿的家安在树里，它们
可寂寞得很。榕的树叶绿得特别，要是不知道它的特性，还
以为这是春天的景象呢!绿得旺盛，一点不带黄的气息，这也
是福州秋天的一道美丽的风景。

也许你不知道，在秋天的福州，只要冬婆婆不赶早来，这里



的人们，只是穿着薄薄的衬衫，一点没有寒冷的迹象。

秋天，像一把大扇子，为人们带来凉爽。秋天，又如用翠绿
的颜料染上的。秋天，好似一幅风景画，真美。瞧，这就是
福州的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