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兰州政府工作报告(汇总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
问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兰州政府工作报告篇一

兰州，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名胜古迹。还有着景色别
致的四季风光。下面我充当小导游带大家看看兰州的春、夏、
秋、冬。

兰州的春天，虽没有南方的春天的妖娆，却又有自己的韵味。
黄河两岸的迎春花争相开放，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小草悄
悄的从地下探出头来。最值得一看的是十里黄河风情线上的
柳树，一到春天，柳絮如同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让人感
觉进入了奇幻的冰雪世界。耳畔的黄河水声也充满了生机。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去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孩子们拿出了珍
藏已久的风筝去黄河边放飞。看着自由飞舞的风筝，自己的
心情也变得非常开心。

兰州的夏天，没有酷暑，是大家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每年有
越来越多的中外游人慕名来这里游玩。你可以去天下黄河第
一桥的中山桥上走一走。感受历史的遗迹。也可以登上羊皮
筏子去探探险。去领略黄河上不同的风景。玩累了可以坐在
河边听听黄河上水车的转动声，品尝兰州的白兰瓜和黄河蜜
瓜。顿时你所有的暑热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夜晚来临， 当兰
州黄河两岸的路灯全都亮起的时候，黄河呈现出的美丽更加
让人难忘。从白塔山上往下望，黄河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金
项链美丽极了。



兰州的秋天，一片收获的景象。路旁的树的叶片黄的、红的、
绿的。所有的水果都成熟了。苹果、水蜜桃、葡萄、鸭梨多
的让你一次吃个够。如果你感到不过瘾，我还可以带你去吃
兰州正宗的牛肉面、手抓羊肉、灰豆子等等。保管你吃一次
终生难忘。

兰州的冬天，能看到北方的冰雪，却体会不到严寒。这是孩
子们最喜欢的季节。穿着棉衣、棉裤的我们滑冰，堆雪人、
打雪仗、别提多高兴了!回到家吃上一碗热腾腾的热冬果，冻
僵的身体立刻暖和起来。

这就是我的家乡兰州的四季，每一个季节都那么让人流连忘
返。一年四季的天气大家不用担心，空气质量非常好，可以
随时到我的家乡兰州来看看。

兰州政府工作报告篇二

兰州水车园是滨河路旅游线上的重要一景，吸引了很多游客
去参观，作为导游也要给游客详细介绍兰州水车园的景点特
色。下面是本站带来的兰州水车园导游词，希望可以帮到大
家。

各位游客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国家2a级旅游景区——兰州水车园参观游览。

兰州人有句老话“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古老
的水车悠悠转”，而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兰
州水车、微雕葫芦、羊皮筏子，均可在兰州水车园内尽收眼
底。园内最有特色手工艺品兰州微雕葫芦等，可供游客尽情
选购。另设有临水码头，可乘羊皮筏子沿河漂流，尽享黄河
美景。



园内的陇原艺术馆陈列与销售兰州特色手工艺品——微雕葫
芦。店内葫芦品种齐全，以鸡蛋葫芦、疙瘩葫芦(为主)和飞
碟葫芦(最有名)等为代表。其中本馆的微雕疙瘩葫芦在20xx
年6月26日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获银奖。

兰州刻葫芦所用材质主要有兰州特有的“鸡蛋葫芦”及“疙
瘩葫芦”。由于兰州特殊的气候环境及多年品种的不断优化，
培育出了疙瘩葫芦这一特殊的葫芦品种，堪称中国葫芦的一
朵奇葩。疙瘩葫芦通常以奇为美，在直径10—20公分的葫芦
上遍布大小不一的疙瘩，有的竟大如小儿拳头，形状千奇百
怪，如若虎踞，如若龙盘，又如太湖奇石，更若达摩打坐，
回味无穷。这种葫芦上的疙瘩完全由天然生成，雕刻艺人根
据疙瘩的形状及分布，巧妙构思，雕刻出“百子图”“百鸟
朝凤”、“十八罗汉”、“八仙过海”等传统题材，更赋予
了葫芦以文化色彩。疙瘩葫芦还可经手把玩，搓手健身，其
涂之松墨永久不会脱落，可以长期保存经久不变。

葫芦，音同‘福禄’，同时，葫芦里面长‘子’，有子孙万
代、多子多福的含义，因而兰州人通常把它当作吉祥物，叫做
“吉祥葫芦”，有“兰州三样宝，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
筏子”的说法，吉祥葫芦列为三宝之首，成为馈赠亲朋、旅
游收藏之首选。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迅速提高，
多种多样的刻葫芦工艺制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青睐。
刻葫芦已经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一朵奇葩。如今，刻葫芦
不仅只是人们把玩、收藏的物件，而小小葫芦蕴含的大文化，
已展示出新风景，开创出一片大市场。兰州刻葫芦由于刻工
精细绝妙，注重传神写意，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浓郁的民族
地方特色，深受国内外鉴赏者所喜爱。五光十色、技艺精美
的刻葫芦，远销英、德、日、美等国，成为兰州市出口的传
统工艺品之一，每年出口量在百万枚以上。

水车园内的羊皮筏子漂流队成立于20xx年，是黄河兰州段唯
一经海事部门批准成立的正规漂流队，其队长马建华，家中
五代摆渡皮筏，带领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筏工，自皮筏队成



立以来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20xx年5月，圆满完成国家旅游
局局长邵琪伟先生一行乘羊皮筏漂流黄河接待任务，得到好
评。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水运工具，大
约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用羊皮筏子送人渡河、运载货物这
种交通方式，流行于青海、甘肃、宁夏境内的黄河沿岸，以
兰州一带为最多。制作羊皮筏子，需要很高的宰剥技巧，从
羊颈部开口，慢慢地将整张皮囫囵个儿褪下来，不能划破一
点毛皮。将羊皮脱毛后，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灌入少量清油、
食盐和水，再用细绳扎成袋状，留一小孔吹足气后封孔，以
木板条将数个皮袋串绑起来，皮筏即告做成。黄河边供游客
乘坐的羊皮筏子都是用13只皮胎采取前后4只中间5只的排列
方式绑扎成的小筏子，重20多斤，能坐5个人。坐在筏子上，听
“筏子客”高亢的扯着嗓子唱几句颤悠悠的“花儿”，过险
滩、搏激流，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黄河的独特韵味。

现在，羊皮筏子已经成为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的特色旅游项
目。当你在水车园内信步漫游时，便会看到皮筏子在河道上
悠闲漂荡。远远望去，就象一叶扁舟。人筏混为一体，随波
逐流;近看则见在紧贴水面的皮袋筏上，坐着五六个客人，随
着波涛的起伏，颠簸而行，有惊无险，极富刺激。随着火车、
汽车运输的快速发展，羊皮筏子已失去了当年黄河水上运输
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它与现代的水上交通工
具同生共存，成为一种典型的黄河民俗文化现象。古老的羊
皮筏子也开始吸引众多中外学者和外地游客来兰，成为兰州
旅游一道靓丽的风景。

各位游客，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愿兰州水车园给您留下美
好的印象，祝大家在兰州旅游愉快。

水车历史悠久，外形奇特，起源于明朝，是兰州市古代黄河
沿岸最古老的提灌工具。兰州水车，又叫“天车”、“翻
车”、“灌车”、“老虎车”，园内由双轮水车、围堰、水



磨坊服务室和游乐区组成，立于黄河南岸，旺水季利用自然
水流助推转动;枯水季则以围堰分流聚水，通过堰间小渠，河
水自流助推。当水流自然冲动车轮叶板时，推动水车转动，
水斗便舀满河水，等转至顶空后再倾入木槽，源源不断，流
入园地，以利灌溉。水车园再现了水车这种古老的水利机械，
可以使中外游人一睹为快。

兰州水车园位于市内南滨河路西段，东邻“黄河铁桥”，西邻
“黄河母亲”“绿色希望”雕塑，北望白塔山公园，南近白
云观，是滨河路旅游线上的重要一景。

百里黄河风情线上最具兰州地方特色的景点之一，建成
于1994年,由兰州市旅游局建造，白银市特级木工高启荣制作。

兰州水车，又称天车，翻车，也称老虎车。明代以前，兰州
居民生活用水靠五泉山蒙泉、惠泉及红泥沟泉水，用于灌溉
的水源很少。明嘉靖五年(1523)兰州人段续考中进士后，曾
宦游南方数省，对湖广地区木制的筒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派人绘成图样，保存在身边，晚年回故里后致力于水车
的仿造，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获
得成功，最早架设在现广武门外的黄河北岸，后又在今镇原
路北口架设了三轮水车，以灌溉附近六百亩菜畦果园，“水
车园”这个地名即由此而来。段续的水车成功后，黄河两岸
的农民争相仿制，至清末时兰州已有水车157轮(据1891年统
计)。到解放前后，上至青海贵德，下至宁夏中卫的黄河岸边
共有水车350多轮。1952年，兰州有水车252轮，黄河两岸更
是水车林立，总提灌面积达10万亩。当时兰州市的水车之多
是号称“水车之城”的叙利亚哈马市水车最多时候的8倍，成
了当时世界上真正的“水车之都”。

今天，导游带领我们进入时空隧道，回到古代时期，参观了
最古老的提灌工具——水车。

一进水车园的大门，就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和正在缓慢



转动的巨大的水车，它高约15米，是用木头做的，依靠水的
动力转动。古代的时候，因为人们不能自己从黄河中提出水
来浇田地，因为那样既费时间又费力气，所以就发明了水车，
就方便多了水车靠水的动力转动，当转到岸边的时候，水
就“哗”的倾泻而下，灌溉农田。因为庄稼吸收的水分多，
就长得非常好，农民伯伯脸上也就露出了笑容。

参观完古老的水车，我们就又去见识了一下奇特的水上交通
工具——羊皮筏子。

羊皮筏子就是将羊皮完整地剥下来后，将羊毛拔掉，洗干净。
然后再把羊皮的四条腿绑紧，往里面吹气。气吹足后，一个
羊皮筏子就做好了。人们抱着它就可以过河了。我看的那些
羊皮筏子都是金黄色的，还有些微微透明。有的上面还沾着
几根羊毛呢!

听了我的描述，你们想不想去奇特有趣的水车园玩呢?

兰州政府工作报告篇三

兰州，始建于公元前86年。据记载，因初次在这里筑城时挖
出金子，故取名金城，还有一种说法是依据“金城汤池”的
典故，喻其坚固。两汉、魏晋时在此设置金城县。隋开皇三年
(公元583年)，隋文帝废郡置州，在此设立兰州总管府，“兰
州”之称，始见于史册。后来虽然州、郡数次易名，但兰州
的建置沿革基本固定下来，相沿至今。

西汉初，依秦建制，兰州仍为陇西郡辖地。汉武帝元狩二
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在兰州西设令居塞
驻军，为汉开辟河西四郡打通了道路。昭帝始元元年(公元
前86年)，在今兰州始置金城县，属天水郡管辖。汉昭帝始元
六年，又置金城郡。汉宣帝神爵二年，赵充国平定西羌、屯
兵湟中后，西汉在金城郡的统治得到加强，先后又新置七县。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并金城郡于陇西郡。汉安帝永初四
年，西羌起义，金城郡地大部被占，郡治由允吾迁至襄武，
今甘肃陇西县，十二年后又迁回允吾。东汉末年，分金城郡
新置西平郡，从此，金城郡治由允吾迁至榆中，今榆中县城
西。

西晋建立后，仍置金城郡。西晋末年，前凉永安元年(314年)，
分金城郡所属的枝阳、令居二县，又与新立的永登县，在今
兰州市红古区窑街附近三县合置广武郡，同年，金城郡治由
榆中迁至金城，从此金城郡治与县治同驻一城。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金城郡为兰州，置总管府。因城
南有皋兰山，故名兰州。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子城县为金城
县，复改兰州为金城郡，领金城、狄道二县，郡治金城。大
业十三年(617年)，金城校尉薛举起兵反隋，称西秦霸王，年
号秦兴，建都金城。不久迁都于天水，后为唐所灭。

唐统一中国后，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复置兰州。八年，
置都督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又改为州。唐玄宗天宝
元年，复改为金城郡。唐肃宗乾元二年，又改金城郡为兰州，
州治五泉，管辖五泉，广武二县。唐代宗宝应元年，兰州被
吐蕃所占。唐宣宗大中二年，河州人张义潮起义，收复陇右
十一州地，兰州又归唐属。然而此时的唐朝已经衰落，无力
西顾。不久又被吐蕃所占。

在北宋宋真宗、仁宗年间，党项族屡败吐蕃诸部。宋仁宗景
祐三年(1036年)，党项元昊击败吐蕃，占领河西及兰州地区。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乘西夏廷内乱，调军攻夏，
收复兰州。此后宋夏隔河对峙，时相攻伐。

南宋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兰州在宋廷统治半个世纪后，
被金将宗弼(即金兀术)攻占。此后兰州虽曾在金大定元
年(1161年)被宋收复过，但旋即丢失。因此，南宋后兰州又
进入了金与西夏新一轮的争夺之中。直至金哀宗天兴三



年(1234年)，蒙古灭金，占领兰州。

兰州全景(2)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战败元军，攻取
兰州，次年置兰州卫，洪武五年置庄浪卫;建文帝元年(1399
年)，肃王朱楧率甘州中护卫移藩兰县(兰州)，以三分军士守
城，七分军士屯田，加之东南诸省移民不断移兰屯垦，兴修
水利，促进经济发展，人口增殖，至成化时兰州“城郭内外，
军民庐舍不下万馀区”。

清初依明建制，兰州隶属临洮府，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顺
治十三年裁卫归州。康熙二年复设兰州卫。康熙五年(1666
年)陕甘分治，设甘肃行省，省会由巩昌，今陇西迁至兰州。
从此，兰州一直为甘肃的政治中心。

乾隆三年(1738年)临洮府治由狄道移至兰州，改称兰州府，
又改州为皋兰县。当时兰州府辖管狄道、河州二州;皋兰、金
县、渭源、靖远四县。乾隆二十九年，陕甘总督衙门自西安
移驻兰州，裁减甘肃巡抚。自此兰州成为西北政治、军事重
镇，用以“节制三秦”、“怀柔西域”。

辛亥革命后，于民国二年废府州设道，并兰山、巩昌二府为
兰山道，辖管皋兰、红水、榆中、狄道、导河、宁定、洮沙、
靖远、渭源、定西、临潭、陇西、岷县、会宁、漳县等十五
县。道尹驻省会皋兰县。民国十六年改道为区，变兰山道为
兰山区。民国二十五年，划甘肃省为七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皋兰、榆中属第一行政督察区，专署驻岷县。民国三十年，
将皋兰县城郊划出，新设置兰州市，与皋兰县同治今兰州城
关区。市区面积16平方公里，人口17.2万余人。民国三十三
年，市区扩大，东至阳洼山，西至土门墩，不含马滩，南到
石咀子、八里窑、皋兰山顶，北至盐场堡、十里店，面积
达146平方公里。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从此兰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建国以来，兰州市建置曾几度变更。兰州市现辖城关、



七里河、安宁、西固、红古五个区以及榆中、皋兰、永登三
个县。

兰州政府工作报告篇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将要游览的景点是五泉山，我先给大
家介绍一下五泉山的概况。

五泉山的概况

兰州夹在南北两山之间，南面的这座叫做皋兰山，五泉山就
是皋兰山的北麓，是皋兰山的一部分。它背靠皋兰，面对市
区，海拔1600多米，现在占地面积是27.6万平方米，它比世
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的一半还大。山上现在保存有明清以
来的古建筑十多处，1000多间，规模宏大。庙宇楼台依山就
势，错落有致;长廊阁道上下连通，蜿蜒曲折。山间丘壑起伏，
林木苍翠，环境清幽，空气宜人，五眼长流不息的清泉，汇
成潺潺的流水，曲回而下。五泉山，1955年被国家正式开辟
为公园，是兰州人节假日休闲旅游的场所，每年还在这里举
办各种灯会、花卉展览活动。公园里有动物园，豢养各类动
物上百种;还有各种成人和儿童的游乐设施。

说到五泉山，不能不给大家讲一段传说：西汉年间，骠骑将
军霍去病率领骑兵万人，奉武帝之命征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
奴。他的部队途经兰州，扎营在皋兰山脚下。经过了长途跋
涉，全军已是人困马乏，附近一带却怎么也找不到水源，不
能做饭。副将急忙请示，要骠骑将军拿主意。霍去病镇定自
若，拿起马鞭在山坡上戳了五下，霎时有五股清泉顺着鞭痕
从山坡汨汨流出，水味甘甜，不光供足了三军将士的用水，
而且一直流到了今天，成为历代饮用的'重要水源。据说，这
就是五泉山名的来历。

其实，公元前121年年仅20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匈奴时，
从今天的甘肃临洮出发，过焉支山，与匈奴军队鏖战于皋兰



山下，这个皋兰山是今天张掖地区高台县北的合黎山，兰州
的南山大约在北朝的时候才称作皋兰山，与霍去病毫无关系。
但是后来的人们，一直把兰州的皋兰山当作霍去病远征的皋
兰山，明朝以后就有了霍去病鞭戳五泉的传说。

在霍去病的传说之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
已经有了一个关于五泉来历的传说：东汉中期，汉桓帝联合
宦官逮捕了把持朝政、贪赃枉法的大将军梁冀，论罪灭族。
梁冀子孙中有一个名叫梁晖的，侥幸躲过了被杀的劫难，从
都城洛阳逃出，一直躲到羌人占据的金城县一带。长期居住
之后，他受到羌人的信任，被推举为大头领。当时天灾人祸，
社会混乱，在金城呆不下去，梁晖准备率领部下迁徙他乡。
当他的部众出发来到金城南山，就是现在的皋兰山暂且驻扎
时，却被敌对的其他羌人包围。山上没有水，大家饥渴难耐，
眼看就无法坚持。情急之下，梁晖把自己用榆树枝做成的马
鞭插到地上，同时宰杀了一只青羊作为祭品，祈祷南山之神
保佑他的部众。这一下果然灵验，山坡上顿时有神泉涌出，
他的马鞭也刹那间变成无数棵榆树，化作大片的树林。泉水
越涌越多，汇成小溪，自南向北，一直流入黄河。后来，人
们为了纪念梁晖，就把这个神泉称为梁泉。

霍去病鞭戳五泉的传说，可能是从《水经注》中的故事演变
来的。人们把兰州的皋兰山误认作霍去病作战的皋兰山，于
是也就把梁晖的故事安到了霍去病身上。

故事虽然带有传奇色彩，但五泉山有五眼清泉却毫不含糊。
现在，这五眼清泉已是公园的重要景点，它们从东向西呈弧
线形分布。五眼清泉，各具特色，人们分别给它们取名为：
惠泉、甘露泉、掬月泉、摸子泉和蒙泉。除了五泉之外，公
园的东西两侧还有两股流水，出自东龙口和西龙口。五眼清
泉各有什么特色呢?等到了实地之后，我会给大家一一讲解的。

百姓中有一句俗话说得非常有意思，叫作“好山多让僧人占
了，好衣服尽让女人穿了。”五泉山也是一个佛教名山，里



面的建筑绝大多数是佛教殿堂。现存最古老的寺院是建于明
朝的崇庆寺，俗称浚源寺，它建于明朝洪武五年，也就是公
元1372年。除此之外，还有千佛阁、地藏寺、卧佛殿、嘛呢
寺等等，使五泉山成为兰州佛教活动的中心。每逢佛教的重
要节日，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比如水陆大法会等
等，每当此时，整个五泉山上是人山人海。

五泉山上还保存有自金代以来的数百件历史文物，其中最着
名的是铸于金朝泰和二年的泰和铁钟，距今已有800年历史了。
还有一尊铜接引佛，铸于1368年，就是明代始皇朱元璋刚当
皇帝的那一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清朝字画和辛亥革命时
期的历史文物。

刘尔炘

说到五泉山的建筑修复和保护，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个人物，
就是刘尔炘先生。刘尔炘字又宽，号晓岚，又号果斋、五泉
山人，祖籍山西，生于兰州，是甘肃近代着名的教育家、学
者和书法家。光绪十五年，刘尔炘考中进士，并先后做过翰
林院庶吉士和编修;受聘担任五泉书院讲席，就住在五泉山下，
自号“五泉山人”。他创办了兰州第一所近代小学，1922年
修建五泉书院，为兰州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办
学的同时，刘尔炘多方筹集资金，募银4800多两，
在1919—1924年间对五泉山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扩建，修建
了牌楼、太昊宫、企桥、半月亭等景致，修复了倾圮的庙宇
楼阁，并在园内题写了130多副对联。这些对联咏物寄情、诙
谐幽默、寓意深远，不光有对自然风景的赞美，更蕴涵着对
人生的体味，对游人的指点，活泼隽永，耐人回味，许多都
是语含双关、文蕴两意的佳作。过去，经常有人专门跑到五
泉山，来抄录他的对联。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五泉山前，这个牌楼就是五泉
山公园的大门，是山中所有寺院的山门，“五泉山”三个大
字就是刘尔炘书写的。古人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



意溢于海。”意思是说，不论是游山还是玩水，人总会获得
一些特别的感受，总能被激发出丰富的豪情。愿大家登游五
泉山，情满五泉山!

嘛呢寺

我们眼前有座雄伟的门楼，高悬在上的“乐到名山”四个字，
是当代着名书法家舒同题写的。从这里开始，有东、中、西
三条上山的路。进入这个大门，走的是中路，顺山依次有许
多建筑。为了节约时间，少走重复的路，我们现在走西路，
下山时从中路的这个大门出来。

现在大家请看我的右手边，这里有一道流水，石头丛中的一
块石头上刻着“溪流”二字，这水流就出自上方的泉水。

我们先来参观藏传佛教寺院嘛呢寺，要进入嘛呢寺，首先要
经过一条长长的阶梯，坡度较大，登上去有点不容易，这也
许能考验善男信女的虔诚。在我们的右上方，大家看，立着
一对杆子，上面还飘着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吗?对了，那叫
嘛呢杆，是藏传佛教里的一种圣物，信徒们把佛经写在幡上，
每当风吹过一遍，就相当于把经文念了一遍，这和我们在电
视上常见的转经筒的作用是一样的。嘛呢杆后面的那座建筑
就是嘛呢寺，是西侧山坡上的主要建筑群，也是五泉山上惟
一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这寺前古树参天，寺旁有石桥流水，风吹树摇，泉落水响，
真是“泉水响云绿，树高摇山青”。在这寺前停留片刻，准
会使你横生遐想。

这里有一个大经轮，僧众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它，同时口中反
复念诵“嘛呢”，也就是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就可
得到解脱，功德圆满。经轮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所有的
经卷。因此，信徒们除了在佛殿、经堂、寺院周围转动经轮
外，还要在家中旋转。信教的藏族同胞家里，一般都有大小



不同的经轮，有手摇的小经轮，有旋转的大经轮，只要有空，
时时摇转。游客到此，也会旋转七圈，祈求佛爷给自己一个
好运气，或者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大家不妨转转，一
家要顺时针方向。

嘛呢寺正殿建于清同治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74年，其余建
筑都是刘尔炘先生扩建的。寺内本来辟有依依经、仄仄门、
曲曲亭、重重院、叠叠园，名称形象有趣;一些寺舍还题以迎
绿、飞黛、听松、拜云等雅号，现在许多都已废弃。正殿供
奉的主要是观音、普贤和文殊三大菩萨。西侧的偏殿里，供
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曾经发过誓：地狱未空誓不成
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是一位留一切幸福给别人的菩萨，
世人称他为“大愿”。

惠泉

游客朋友，我们面前的就是惠泉，水流比较旺盛，水质特别
好，过去一直是附近居民饮用和灌溉的水源，给人们带来实
惠，因此被称作“惠泉”。用它泡茶，味甘气香;用它浇灌而
成的兰州水烟和大枣，曾经是清朝贡品。自20世纪以来，由
于气候变化，水量变少，而现代化的抽水设施使人们大量用
黄河水灌溉，惠泉已失去了原来的使用价值，而变成了一眼
只供人观赏的泉水。

好了，我们再往上走。

甘露泉

甘露泉是五泉中海拔最高的一眼，源流较细，据说它“久雨
不盈，大旱不干”，味道甘甜，就像甘露。甘露泉在清虚府
西南角山崖下，为五泉中地势最高的泉。在明代时水量充沛，
山泉漱石，飞珠溅玉，称为漱玉泉。清中叶以后，泉流变小，
纤细无声，却经年不涸不溢。因所处地势最高，离天较近，
便于祈求天降甘露，遂改为甘露泉。光绪时，陕甘总督左宗



棠曾经在此祭祀过泉神、雹神。现泉为圆形，直径2.1米，深
入地表3米，水深0.3米，在泉上建有六角攒尖顶亭护泉。

掬月泉

掬月泉乾隆时在东麓，是五泉山最早得月处，月出东山，天
上一轮明月，泉中一轮明月，泉中之月伸手可掬，月在泉中
也好像将月掬于银盘之中，故名掬月泉。此泉干涸。光绪时
又在文吕宫东墙下出——泉，直径1.1米，深入地表2.35米，
皓月当空，月入泉中，明月伸手可掬的佳景遂又重现。

摸子泉

摸子泉位于地藏寺旷观楼下摸子洞内。地藏宫大殿供地藏菩
萨，东殿供送子将军，西殿供观世音菩萨。寺西南角—门可
通掬月泉。摸子洞深14米，两侧石壁上凿有佛龛，到洞最里
面之后，再下5级台阶，就到了泉边。泉为方形，水深0.4米。
以前寺内僧人在泉中置石子和瓦片，说求子者摸到石子生男，
摸到瓦片生女。

洞口原来悬有刘尔忻所撰楹联：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求为父
母;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

兰州政府工作报告篇五

说到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那可非兰州拉面莫属了！

走到大街，人们各个都是赞不绝口。这不，周六晚上，我和
妈妈又来了!哟！不少顾客都在这儿等着呢！我东看看，西看
看，想看看还有没有空座位了。脖子伸得老长，仿佛长颈鹿
的脖子。我的目光扫射着每一个角落。生怕它会“溜”走。

“那里没有人！”我拉着妈妈的手，朝靠近厨房的位子快步
奔去，坐了下来。透过门缝，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位青年人。



他身着黄色大衣，外面穿着一个围裙。头上戴着一个蓝色蝴
蝶花纹般的帽子。这时，他快速地拿起一团面团，朝上一抛。
那面团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落在桌子上。想必他要
开始制作拉面了吧！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只见他卷起袖子，左肩微下，右肩上
扬，麻利地搓着面团。搓了好一会儿，拉面师傅便抓起一把
面粉撒在面团上，然后又向上面洒了一点水，接着就开始拉
面团了。拉面师傅一手拉着一端，双臂弯曲，迅速地张开又
合起，仿佛手中的不是拉面，而是一架手风琴！面团渐渐变
瘦变长了，被拉面师傅猛地往桌上一摔打，发出响亮清脆
地“啪”声。

瞧！这面团竟变起了魔术！从一更变成了两根，从两根变成
四根，渐渐低变得数不胜数，完全成了粗细均匀的细线！拉
面师傅将面条往锅里一投，面条门就在水里沸腾嬉戏了。拉
面师傅熟练地拿出碗，加入汤汁、配料，然后把面条放入碗
中，放上牛肉，散点香菜。一碗拉面就完成了！

等了好久，终于轮到我们了。那一片片牛肉像一只只小船，
载着乘客（香菜），在面条的世界里遨游。我越看越忍不住，
拿起筷子叉起面条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下可好，汤汁
溅了我一脸，烫得我吐出舌头“呼哧呼哧”直吸风。妈妈见
了我这狼狈不堪的样子，说了一句：“小馋猫！”我吃完面
条还不过瘾，又“咕嘟”、“咕嘟”把汤全喝了，这才打着
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朋友，你有没有一点垂涎欲滴呢？赶快行动，去吃一碗兰州
拉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