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贵州省情心得体会 贵州茶心得体
会(模板7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那么你知道心
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
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一

贵州茶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一种茶叶，因其产自贵州地区而得
名。在我的茶旅途中，我有幸品尝了贵州茶的几种不同类型，
让我对贵州茶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此分享一下我在贵州茶之
旅中的体验和感悟。

第一段：贵州茶的历史和种类

贵州茶有着悠久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朝。贵州
是一个高海拔的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贵州茶独
特的风味。贵州茶主要分为绿茶、红茶、黑茶和花茶四大类。
每个类别又有不同的品种和加工工艺，使得贵州茶成为茶叶
爱好者们的不可错过的选择。

第二段：品味贵州绿茶的清新

贵州绿茶以鲜艳的绿色和清新的口感而闻名。我品味了几种
贵州绿茶，其中贵州黔佳绿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黔佳
绿茶叶色呈暗绿色，泡出的茶汤呈黄绿色，清新怡人。每一
口绿茶都带来一种清凉的感觉，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茶香。
贵州绿茶丰富的茶多酚含量对身体健康有益，让人倍感放松
和愉悦。

第三段：赏味贵州红茶的浓香



贵州红茶以其浓郁的香气和独特的口感在茶界广受欢迎。我
尝试了一款名为贵州红枫红茶，它是一种以贵州大叶种茶叶
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红茶。红茶的制作过程经历了发酵、杀青、
揉捻等工序，使得茶叶变色，茶汤呈红褐色。红枫红茶散发
着独特的果香和淡淡的花香，一口下去，香气在舌尖回荡，
让人回味无穷。红茶的独特口感让我对贵州红茶的深情厚意
更加了解。

第四段：醉心贵州黑茶的厚重

贵州黑茶是贵州地区特有的一类茶叶，以其独特的黑色和厚
重的口感而闻名。我品尝了贵州毛尖黑茶，它具有黑茶的特
有特点，例如够撞个性、顶尖茶香、气韵，块供和可冲泡多
次等特色。茶叶的外观呈黑色，干茶闻香阵阵，泡开后茶汤
呈深红色。贵州黑茶的口感十分浓烈，带着一丝丝的苦涩和
陈香，回味悠长。黑茶中的茶多酚和有机酸有助于促进肠道
蠕动，有助于消化，贵州黑茶成了我在涤荡肠胃的同时享受
茶香的高山丛林。

第五段：品鉴贵州花茶的芬芳

贵州是一个物种多样的地区，盛产各种花卉植物，花茶的制
作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我尝试了一款贵州玫瑰花茶，使用
精选的玫瑰花瓣与茶叶混合而成。茶汤呈浅红色，带有淡淡
的花香。茶中的花香与茶香相互交织，口感柔顺，使人感到
宁静和放松。花茶适合在休闲的时候品味，也是与朋友聚会
时的好选择。

总结：

贵州茶之行让我对这个地区的茶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每
一种茶叶都带来了不同的口感和感受，让我体会到贵州茶的
丰富性和独特性。无论是清新的绿茶、浓香的红茶、厚重的
黑茶还是芬芳的花茶，每一种贵州茶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值



得我们品味和珍藏。贵州茶成为了我亲近大自然、认识传统
文化的一扇窗户，也是我茶香悠悠、心情愉悦的精神寄托。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二

各位游客，大家好！

壮美大瀑布，多彩贵州风，相信有很多人对贵州的了解始于
那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俗语；我
想三千八百万贵州各族人民不会认同，因为它的描述与实际
的贵州截然相反，“晚上下雨白天晴、公路同乡处处平、人
逢节日遍身银”才是真正的贵州。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实乃“中国之宝贝”。根据“贵州”二字写法，乃‘中、一、
贝、州’，即‘中国的一个宝贝之州’，一语道破贵州的奇
特与珍贵。

贵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贝呢？它是天、地、人三者完美
结合、和谐相伴的一个大宝贝，是自然与人类文化的一片净
土。贵州的“天”—洁净、湿润、气候宜人；贵州
的“地”—由变化万千的喀斯特奇观构成；贵州的“人”—
生活在多种文化环境之中，并且创造出绚烂多姿的文化与文
明。

贵州位于北纬24〃37′到29″13′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降水丰富、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在地球气候变
得越来越恶劣的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饱受炎热的
煎熬、干旱的折磨、洪涝的危害、沙尘暴的袭击；自然灾害
正在大范围地侵蚀人类的家园，可是在贵州这块宝地上，它
的天仍然是四季如春、三晴两雨、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俨
然一个难得的大空调。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环境，造就了贵
州种类繁多、覆盖丰厚的绿色植被，演绎出“山山张家界、
处处九寨沟”神奇画卷，由此得到‘公园省’、‘空调省’
的美誉，这正是贵州动人魅力之所在。



明初刘伯温曾经预言：“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云贵
以什么来取胜江南呢？刘伯温又说：“江南千条水，云贵万
重山。”贵州风光的集中表现就是那莽莽大山了。

贵州属高原山地，山地和丘陵占据境内地土面积的95.2%，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
全，地域分异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喀斯
特。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充分的地方，造就出神
奇的喀斯特奇景：黄果树、龙宫、马岭河。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留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的千古绝唱，磊落清壮，语简而意无穷；李白曾被流放
夜郎，大途中遇赦，没有机会见到这比庐山瀑布更大、更壮、
更奇、更美的瀑布，倘若他有幸畅游黔中，目睹令人惊心动
魄的黄果树大瀑布，又会留下怎样的诗篇？此时此刻，我们
无法臆断历史，但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表达对大瀑布的赞
美：“白水雄哉，远接银河三万里；雷霆壮矣，早惊黔域五
千年”当目光转向黔西南，发源于乌蒙山系白果岭的马岭河
从河源至河口约100公里的流程内，落差近千米，在地面上切
割出一条狭窄幽深的美丽伤疤。置身其中，有如坠入深渊，
翘首仰望，天成一线，此情此景，有诗为证：“一沟碧水，
且行且憩且吟；两壁悬崖，可读可圈可点；地缝天沟，西南
胜景推兴义。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大体说来，汉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
二，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一。由于高山阻隔，河谷深切，形成
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与大自然和
谐相伴，却与外界少有交通，各自沿着自身的历史文化轨迹，
独立而平等地共同生活在这个山国的土地上，古朴的文化传
统和生活习惯完整的保存下来，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
民族与民族、村寨与村寨之间，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
教信仰方面有许多不同，出现一座座风格个异的‘文化孤
岛’，在每座孤岛中，都隐藏着丰厚而博大的心灵世界，蕴
涵着千百年的历史隐秘和鲜为人知的故事；天龙屯堡正是这



千岛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屯堡人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按固
有的方式和传统与世无争的生活着，六百年岁月沧桑，他们
乡音不改，服饰依旧，紧紧地凝固在了六百年前。“粗石壁
垒，细木雕堂、武勇亦文娴，知是戍边后裔；明饰承先、军
傩继古、俗敦犹礼朴、了然屯垦遗风”。

放眼贵州，这一座座‘文化孤岛’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组成了
‘文化千岛’的大千世界，也形成了贵州旅游多姿多彩的形
象特点，称其为“多彩贵州”实在是名至实归。亲爱的朋友，
热情淳朴的贵州人民正举起飘香的美酒，唱响动听的迎宾曲
迎接您的到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6篇《贵州大
课堂第十期心得体会和方法贵州教育大讲堂第四期心得体
会》，能够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是的价值所在。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介绍贵州行的背景，表达对贵州的期待（150字）

贵州，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被称为“山水之省”。身为中
国一个山水之省，贵州不仅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独
特的民族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我对于贵州的期待是能够亲身
体验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感受到它独特的魅力。

第二段：描写贵州的自然景观和美食（250字）

贵州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是我在贵州行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在贵阳市的花果园，我看到了那些壮美的山峦和广袤的油菜
花田，仿佛进入了一个仙境。而黄果树瀑布则给了我非同寻
常的震撼，瀑布水势汹涌，宛如天河倾泻而下，壮观的景象
让我难以忘怀。此外，贵州的美食也给了我惊喜。尝遍了酸
辣苗家鱼、酸汤牛肉等当地特色菜肴，我才真正领略到贵州
美食的独特风味和精湛的烹饪技巧。



第三段：感受贵州的民族文化（300字）

贵州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之一，各民族的文
化交融在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贵州文化。我在贵州行中很幸运
地参观了锦屏苗族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苗族侗族风情让我大
开眼界。我看到了苗族的传统服饰，还欣赏到了苗族的传统
歌舞表演。在苗寨里，我还亲身体验了编织苗族银饰的过程，
深切感受到苗族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价值。

第四段：对贵州人民的印象和感谢（250字）

在贵州行中，我最感动的是当地人民的友好和热情。不论是
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都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我还和一位当地老人聊天，他讲述了他的生活经
历，让我更加了解了贵州人民的坚毅和勤劳。我感谢贵州人
民对我们旅行者的热情款待，让我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第五段：总结对于贵州行的体会和展望未来（250字）

贵州行是我一次难忘的旅行经历，我在这里领略到了贵州的
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美食，也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友好和
热情。这次旅行让我更加了解和热爱这片土地，也为我未来
的生活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考。我希望有机会再次回
到贵州，发现更多这个地方的美丽与魅力，同时也希望贵州
能够继续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们来探索和体验。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四

此楼为贵州巡抚江东之所建，取名“甲秀楼”，意为“科甲
挺秀”、人才辈出之意。

甲秀楼内，古代真迹石刻、木皿、名家书画作品收藏甚多，
其中清代贵阳翰林刘玉山所撰长联，比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的
昆明大观楼长联还多26个字，洋洋洒洒206字入联，长短相见，



妙语连珠。

甲秀楼长联：

“五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让我一层更上，茫茫眼界拓
开。看东枕衡湘，西襟滇诏，南屏粤峤，北带巴衢；迢速关
河，喜雄跨两游，支持那中原半壁。却好把猪拱箐扫，乌撒
碉隳，鸡讲营编，龙番险扼，劳劳缔造，装构成笙歌闾，锦
绣山川。漫云竹壤偏荒，难与神州争胜概。

数千仞高凌牛渡，永镇边隅，问谁双柱重镌，滚滚惊涛挽住。
忆秦通棘道，汉置戕河，唐靖且兰，宋封罗甸；凄迷风雨，
叹名流几辈，销磨了旧迹千秋。到不如成月唤狮冈，霞餐象
岭，岗披凤峪，雾袭螺峰，款款登临，领略这金碧亭台，画
图烟景。恍觉蓬州咫尺，频呼仙侣话游踪”。

南明河入贵阳城后，至大南门外，出霁虹桥下，曲折而西，
澎湃之势大减，积流成潭，此即涵碧潭。潭中有巨石如鳌，
平坦广阔，是为鳌头矶，或称鳌矶石。甲秀楼，被誉为贵阳
市徽，就建在鳌矶石上。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8年)，贵
州巡抚江东之在鳌头矶上建阁，名曰“甲秀”。后人续修一
带九孔白石桥于楼下，贯通南北两岸，名曰“江公堤”，后
改称“浮玉桥”。桥上又建一方亭叫做“涵碧亭”。甲秀楼
屡遭兵燹，在明末和清代多次增修或重建。

甲秀楼是三层三檐四角攒尖顶，高约二十米，石柱托檐，护
以白色雕花石栏杆。浮玉桥为九孔，称“九眼照沙洲”。解
放后临河修公路填埋二孔，现能见七孔。楼基和桥虽经多次
洪水冲击，历近四百年，仍然砥柱中流。楼前原竖有铁柱二
根：一为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鄂尔泰镇压古州(今榕江)
苗民，收聚兵器，铸铁柱标榜功绩；二为嘉庆二年(1797年)，
勒保镇压兴义布依族王囊仙起义，收聚兵器又铸铁柱立于楼
下。解放初，政府维修甲秀楼，拆除铁柱，移存省博物院。
十年动乱中，楼危亭毁。1981年，按原式样重修，楼基部分，



采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重建涵碧亭，重修过程中，发现
楼阁底层石墙中嵌有诗碑，重修后有八块诗碑复嵌于底层楼
壁。楼额“甲秀楼”三字，系宣统年间谢石琴所书。十年动
乱中散失，后寻回刻有“秀”、“楼”二字的两块，另据过
去照片，配写“甲”字，按原式样悬挂楼顶层外面。

自明清以来，甲秀楼就是贵阳人游宴之所。登楼眺望，众山
环抱，近者为观风台，林木茂蔚；远者为黔灵山，青山一发。
栖霞、扶风、相宝、南岳诸峰，罗列左右，如笑如妆，令人
心旷神怡。下视城郊，早午炊烟飘散，数十万人家饭熟时。
四时朝暮，风景无限，山城气象，历历可观。所以文人雅士
题咏甚多。刘春霖(字雨三，贵阳人，同治戊辰进士，官江西
布政使)仿昆明大观楼长联，作甲秀楼长联共一百七十字，概
述了贵阳市的地理形势及历史变迁。该联胸襟开阔，气魄雄
伟，甲秀楼美景于眼前。许芳晓《芳杜洲》：“芳杜洲前春
水生，碧潭相映数峰青。盈盈细草裙腰色，随着游人绿进
城”。

漫步河滨，垂柳轻拂，花色撩人。入夜，灯光水色交相辉映，
人影散聚楼桥，游艇飘荡波心。舞厅传出的音乐，如夜雾一
般，撒在碧波古楼之上。

翠微园，与甲秀楼相毗邻，是一组较大规模的古建筑群，占
地4000多平方米，始建于明弘治年间(1488年--1520xx年)，
前身为南庵，后改名为武侯祠，观音寺，1993年经维修后改
名为翠微园。园内拱南阁造型敦朴生动；翠微阁端庄秀丽；
清花空翠园修竹婆娑；龙门书院浓荫幽静。整个古建筑群古
朴雄伟，庭院幽雅，不愧为建筑珍品、游览胜地。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五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部，以其壮美的自然风景而闻名。我有幸
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亲身体验到了贵州的魅力。首先，贵州
的山水景色令人叹为观止。在贵州的某个高空观景点上，我



俯瞰着一片如诗如画的山水画卷，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宛
如仙境一般。而贵州的瀑布也是举世无比，其中最著名的就
是黄果树瀑布，它的水势浩大，声如雷鸣，令人无法言喻的
震撼。贵州的自然风光给了我无尽的感叹和震撼。

第二段：贵州的民族文化

除了自然风光，贵州还拥有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贵州是中
国少数民族聚集最多的省份之一，有着上百个不同的民族。
我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里参观了他们的传统生活和文
化，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纯朴和坚守。在村寨里，我欣赏
到了他们的舞蹈和歌曲，感受到了他们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
在与当地民众交流中，我了解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与和
谐，这让我深受触动。贵州的民族文化给了我对多元和谐社
会的思考。

第三段：贵州的风味美食

贵州的风味美食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贵阳的小吃一直是贵
州的特色之一，街边摊位上的辣椒油拌面和臭豆腐都让我胃
口大开。而贵州的酸汤鱼更是一道被广大游客推崇的美食之
一，让人吃后回味无穷。除此之外，贵州的苗家酸汤猪脚和
侗家酸汤鱼也是我最喜欢的菜肴之一。贵州的风味美食令我
流连忘返，每一道菜都是一次味觉的盛宴。

第四段：贵州的旅游设施

贵州的旅游设施也非常完善，让我在旅行中方便自如。贵州
有许多旅游景区和景点的管理非常有条理，游客可以很方便
地参观和游玩。交通设施也十分便捷，各地之间有高速公路
和快速铁路链接，还有旅游巴士和观光电梯等专为游客设计
的设施。这些方便的设施使我可以更舒适地游览贵州各个角
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第五段：贵州行的收获和感受

贵州行让我收获颇丰，也得到了很多心灵上的触动。通过亲
身体验贵州的自然景色，我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震撼，在
壮丽和秀美中领悟到了生命的伟大。贵州的民族文化让我对
多元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和谐
让我感到温暖。贵州的风味美食让我大快朵颐，品尝到了异
域风情中的美味。贵州的旅游设施为我的旅行提供了便利和
安全。总的来说，贵州行让我有了一次难忘的体验，让我惊
叹于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文的多样性。我相信，未来还会有
更多的人来到贵州，体验这个魅力非凡的地方。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六

仰望黔灵山公园的大门，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生态文明教育
基地”这10个闪闪发光的大字。这里，于20__年12月被评为
国家级4a旅游景区。在入口，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浓浓的热闹
气氛了。放眼望去，男女老少，随处可见。这是贵阳人民悠
闲的好去处，也是异地游客的必到之处。因为人多，所以大
家要跟着我走，不要乱跑，以免丢失了。

九曲径是一条蜿蜒而上的石级小道，有380多级石阶。各位游
客不要急不要慌，身边有老人小孩的，特别照顾一下。请小
心台阶。跟着我，慢慢走。环顾四周，都是陡峭的石山，石
山上，古树林立。仔细听的话，还可以听到百鸟鸣啾。在这
里，回首眺望。但见远山峰峦叠嶂，绿丛点点，微风吹过，
顿觉心旷神怡。沿着九曲径走，我们将看到不少古迹。这是
清代黄宗源的题壁————“第一山”。“九佛洞”，为明
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所记。

穿过山丫口，在拐弯处，听到的钟声告诉我们这里便是弘福
禅林了。眼前，我们看到的是著名的“九龙治佛”壁画。喜
欢拍照的游客可以在这里拍照留念。弘福寺坐西朝东，分南、
中、北三轴，又分前、中、后三进。这样的布局有没有让我



们想到哪个形似的汉字呢？大家可以尽情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大胆猜想。其实，弘佛寺这样的布局就犹如一个巨大
的“甲”字。高大的牌坊式寺门立于“甲”字下端，上面镌
刻着“黔南第一山”5个镏金大字。这是赤松和尚的道场。钟
楼是人们祈求通过撞击大钟来减轻烦恼，增长智慧，远离痛
苦，希望能得到佛祖的保佑，快乐地度过一生的去处。信佛
的游客们，不妨一试。抬头仰望钟楼的屋檐，看到的是一块
关于人生感悟的石牌。这石牌也是对撞钟意义的阐释。景区
内游客量常年稳定，其中，慕名来这里上香祈福的占了不少，
年轻人占的分量也不少。大雄宝殿里，陆陆续续的游客，无
一不认真上香，默默祈福。香火旺盛，从未断绝。游客们，
大家跟着我，过来这里摸一下这两块带镌刻的石板。为什么
要摸一下呢？因为传说，摸了这两块石板，就会带来好运哦。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来到这寺，怎么能不见一下其创建
人的庐山真面目呢？大家不要误会，我指的是画像而非真人。
这里便是赤松和尚的画像和他的生平介绍。

佛经数量浩大，包括“经藏”、“律藏”、“论藏”三部分，
总称为“三藏”。我们路过的就是藏经楼。玉佛殿位于藏经
佛的楼下。寺内建筑群布局严谨、工艺精巧，充分体现了贵
州人民的智慧和才干。屋檐微微上翘，调皮的双龙在嬉戏，
无不显示生气活力。现在我们要进去参观了。巧妙的四合院
结构建筑围起来的小池塘中，红色的，黄色的，银色的鱼儿
在池中游来游去，自由玩耍。纯金铸造的观音菩萨立于池中，
用慈祥的笑容和温善的神情在和我们打招呼。池里面的硬币
都是游客投进去的。你们也可以往池中的小洞投掷硬币。如
果投中了，说明你的运气还不错哦。

看到这么多大小不一的宝塔，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们到底到
了哪里呢？这里是弘福寺开山祖师赤松纪念塔，塔背上刻了
关于赤松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对弘福寺的功劳。

在海拔1300多米的象王岭上，我们可以在瞰筑亭放眼眺望，
把贵阳全城尽收眼底。若在秋夏两季晴朗的清晨，可透过那



薄如轻纱的雾霭，看到那参差错差、鳞次栉比的房屋，繁忙
的人流，新修的大厦。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朱德欣游于此，
曾题词到：“黔灵山上望贵阳，十年建设换新装。青年子弟
多豪俊，鼓足干劲建家乡”。

看到这么可爱的小猴子，大家是不是心动了呢？是不是也想
跟他们亲近亲近呢？黔灵山的猴子很顽皮的，一点儿都不怕
人，反而会主动的向你们奔来，甚至跳到你的背上。你们在
逗他们的时候，可是要注意安全哦。

黔灵湖位于公园的西面，20世纪50年代，曾是贵阳市人民的
饮用水源。还没到动物园，我们就在门口看到很多动物了。
大家跟上，到动物园去。

参观了那么多景点，游客们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放心，
还有一个典型的溶洞洞穴——麒麟洞等着我们。因洞口处有
一钟乳巨石，形似麒麟，故称“麒麟洞”。洞口崖壁陡峭，
杂树丛生。洞前有繁茂的紫薇和石榴。这里常是游人驻足留
影的好去处。你们是不是也要来一张呢？其实，人们之所以
在这里驻足，还不完全在于它的景致美，更在于这里曾一度
作为蒋囚禁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场所。张、杨二
将军的不幸遭遇，给这个古迹和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历
史忧思和思考。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3篇《贵州教
教育大讲堂心得体会及感悟贵州教育大讲堂的心得体会怎么
写》，您可以复制其中的精彩段落、语句，也可以下载doc格
式的文档以便编辑使用。

贵州省情心得体会篇七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大家到“湘黔咽喉，太极古镇”镇远古
城来参观游览。镇远县位于贵州省东部，全县总面积1878平
方千米，总人口2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48%。千百年来，她



以山川奇秀、风光秀丽、文化内涵深邃、侗族苗族民俗风情
浓郁而闻名遐迩。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我们镇远的四张金名
片？接下来就由我给大家一一介绍吧！

第一张金名片就是“文化之州”。镇远历史悠久，是我国有
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县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公元
前220xx年，汉高祖刘邦就在这里设立了元阳县。直到宋代年
间，取“威震四方”的寓意，将这里称为镇远。请大家看车
窗外，碧绿如带的舞阳河水穿城而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
倒“s”型，把镇远城一分为二，形成了“九山抱一水，一水分
两城”、天人合一的太极图古城风貌。所以很多朋友也把镇
远称为“太极古镇”。

第二张金名片是“生态之州”。镇远县自然植被属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地带，主要为黔东灰岩山原常绿栎林、常绿落叶
混交林和马尾松林地区。镇远县的森林面积11万公顷，活立
木总蓄积41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58%。野生植物
非常丰富，含有国家多种一级保护植物，比如说南方红豆杉、
银杏等。

第三张金名片为“美酒之州”。整个贵州目前一共有两大酒
谷，我们镇远的舞阳河青溪镇就是其中之一。镇远现在最有
名的酒当数花酒，它不添加任何东西，是用鲜花酿造出的一
种美酒。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具有浓郁的鲜花芳香，又有甘醇
的白酒气息，这种酒无色、清澈、透明。目前贵州花酒酒业
有限公司可是中国唯一一家用可食用纯鲜花酿造白酒的企业，
它的鲜花酿酒工艺是贵州黔东南州镇远县苗族祖传下来的，
到现在已有近320xx年的历史了。

这最后的一张金名片就是浓郁的民族风情。目前在镇远居住
着汉、苗、侗、土家、布衣等多个民族，民族风情浓郁。到
现在这里还保存着几百年前“寨寨有长号、户户吹唢呐”的
尚寨乡土家族部落，侗族的“三月三”歌节，苗族的“六月
六”吃新节和端午龙舟节等，都是世代相传的万人盛会。在



县城南39千米处，还有一个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侗寨一~
报京。这是中国最大的北侗村寨，是贵州第一批民族民间文
化保护村寨，也是人们体验古朴民族风情的最佳选择。接下
里就请大家随我一起步人镇远去感受一下这里特有的古镇风
情吧！

游客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桥就是有名的祝圣桥了，
它是一座历经600多年历史沧桑的古桥。祝圣桥全长135米，
宽8.5米，高14米，原来叫作“溪桥”，之后因为要给康熙大
帝祝寿，所以就把改成了“祝圣桥”。

游客朋友们，我们眼前的这条蜿蜒流淌着的河流就是著名的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海阳河了，济阳河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镇
远县城西28千米的群山峻岭中，发源于贵州省瓮安县长林乡，
全长大约是400千米，其中流经镇远境内大概是93.7千米左右。
在济阳河的下游有着众多的旅游资源，比如说这里喊泉，它
可是有喊必应，有着这“呼之水出，止之水隐”一说。

我国著名的清代爱国名将林则徐曾经就拜倒在它的石榴裙之
下。发出了“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
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破”的绝佳赞叹。

各位游客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组依山而立的古建筑群就
是当地著名的青龙洞古建筑群了。青龙洞古建筑群位于城东
中河山，是贵州境内建筑规模最大、构造最精巧、融儒、释、
道三教为一体的古建筑群落。它修建于明朝中期，到现在差
不多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古建筑群一共包括“七寺八阁
九座庙”，是由青龙洞、紫禅书院等6个部分36座单体建筑组
合而成。

各位游客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青龙洞了。青龙洞是一
个神奇的地下溶洞，位于盐边县苍蒲村的青龙山下。在青龙
洞附近，有几股终年常流不断的地下水。其中有一股桶口粗
细的泉水，被用来做水渠，人们把它就叫作“龙泉圣水”。



就请大家随我一起步人洞里，在这里大家是不是可以隐约看
见岩溶形成的“龙”体？这条龙有头有尾，有影有甲，那就
是青龙了。因为有龙的存在，所以当地人还形象地把这里称
为龙宫。在龙宫里面，我们可以聆听到奇异美妙的乐曲，洞
里的滴水声此起彼落，叮当作响，清脆悦耳，就好像古诗
《琵琶行》写的那样：“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些梦幻般的音符，
是不是让大家顿时感到心旷神怡了呢，各位游客，我们在此
休息一会儿，再到下一个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