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杭州导游词(优秀9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杭州导游词篇一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她是北
宋大墨客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操作挖出的葑泥
修建而成。后工钱了眷念苏东坡管理西湖的收获将她定名为
苏堤。长堤卧波，毗连了南山北山，给西湖增加了一道娇媚
的风光泽。南宋时，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元代又
称之为“六桥烟柳”而列入钱塘十景，足见她自古就深受人
们喜欢。

严冬一过，苏堤如统一位翩翩而来的报春使者，杨柳夹岸，
艳桃灼灼，更有湖波如镜，映照倩影，无穷柔情。最感民气
的，莫过于晨曦初露，月沉西山之时，微风缓缓吹来，柳丝
舒卷飘忽，置身堤上，勾魂断魂。

苏堤长堤延长，六桥升沉，为游人提供了可以清闲缓步而又
观瞻多变的游赏线。走在堤，桥上，湖山名胜如绘图般睁开，
万种风情，任人明确。

苏堤上的六座拱桥，自南向北依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
堤，东浦和跨虹。桥头所见，各领风流：映波桥与花港公园
相邻，垂杨带雨，烟波摇漾;锁澜桥近看小瀛洲，眺望保叔塔，
近实远虚;望山桥上西望，丁家山岚翠可挹，双峰插云巍然入
目;压堤桥约居苏堤南北的黄金支解位，旧时又是湖船东来西
去的水道通行口，“苏堤春晓”景碑亭就在桥南;东浦桥有来



由猜疑是“束浦桥的谣传，这里是湖上观日出最佳点之一;跨
虹桥看雨后长空彩虹飞架，湖山沐晖，如入瑶池。

杭州导游词篇二

各位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能带大家一起来游西湖。

在来西湖之前，相信许多游客都听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这句话。事实上，把杭州比喻成人间天堂，和西湖有着很大
的关系。杭州西湖山水秀丽，让许多诗人流连忘返。白居易
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就大大证明了这一
点。请大家跟紧队伍，准备好亲眼目睹杭州西湖的风采吧!

杭州西湖位于杭州市中心，宋代始称西湖。西湖南北长3。2
公里，东西宽约2。8公里，面积约5。68平方公里。这里最有
特色的就是"西湖十景"。其中平湖秋月位于白堤西端，淡雅
朴素。登楼眺望秋月，在恬静中感受西湖的浩淼，洗涤烦燥
的心境，使人倍感景在城中立，水在景中摇，人在画中游。
不管站在哪个角度，看到的都是一幅素雅的水墨江南画卷，
平湖望秋月更是楼可望、岸可望、水可望。南宋孙锐诗有"月
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舟"之句;明代洪瞻祖也在诗中写
道："秋舸人登绝浪皱，仙山楼阁镜中尘"等都是赞美平湖秋
色的美景。平湖秋月以湖称映出周围的山水、树木，演得格
外静谧。好像一副美妙的画。让我们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偶尔一条船划过，我们不由得抱怨道："船把我们的
画划破啦!"

西湖是一首诗、一幅画、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忆江南，最
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
游?"白居易的这首诗是赞美西湖的千古绝唱。

游客们，我们这次西湖之旅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下次



再来!

杭州导游词篇三

绕了九曲十八弯，我们终于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
汤坑茅塘”的杭州山沟沟景区。

我们先去了汤坑，这里激流飞泉，号称“连天十八瀑”，奇
石遍谷，更有无数清潭。溪水异常清澈，“哇，好多小鱼!”
我们赶忙买了鱼网，下水抓鱼。罗颖倩一脚下去，“哗”一
下就滑倒了，整个人除了头发，全在水里了。她妈妈一见，
赶紧下水去拉她，才一脚，也“哗”一下坐在了水里，真是
出师不利啊。趁着她们去换衣服的时间，我抓紧时间抓鱼了。
“快，那边!”妈妈对我喊了起来。我看准时机，“嗖”地捞
去，可是小鱼很机灵，一下就没影了。我用鱼网在水里随手
挥来挥去，嘿嘿，居然捞到了两条小鱼呢!

随着山势往上走，到处是一潭潭的清水，水里放着竹筏和竹
竿，游人可以随时在上面撑撑竹筏、玩玩水，即使你什么也
不做，只是把脚浸在溪水里，浑身的燥热就会烟消云散，清
凉的感觉从脚往上一下就传遍全身。

下午我们去了另一个景点——茅塘。这里有华东第一溯
瀑——玉流飞瀑。它还是一条可以触摸的瀑布，游人可以穿
上山里伯伯亲手编织的草鞋，戴上头盔，沿着山坡和瀑布往
上爬，给人亲山亲水的全新感受。可惜啊，我们去的时候刚
刚下过大雨，所以没能亲身感受。

“四川有个九寨沟，杭州有个山沟沟”，这个被誉为“天堂
边最美丽的村庄”，值得一玩哦!

杭州导游词篇四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xxxx，今天我们参观萧山国际机场！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设立的大型现
代化国际机场和国内重要干线、口岸机场，主要旅游城市与
国际定期航班机场，亦是华东唯一列入国家区域航空枢纽建
设的机场。该机场于2000年建成运营，已成为华东第三，全
国前十，世界百强机场。2012年机场客货吞吐量分别为1911
万人次和33.83万吨，航班起降数达16.63万架次。进驻杭州
萧山机场的航空公司有46家，大型物流企业12家，航线通达
国内外百余座城市，开通航线两百余条，每周进出港航班数
千多个。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第一、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是中国发展速
度最快、投资环境最佳、经济内在素质最好、创新能力最强、
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伴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及各方合作协调机制的形成，长三角
城市群正在形成国际资本、技术、人才集聚的平台，并规划
打造环杭州湾“黄金产业带”，这将给航空运输带来巨大的
发展机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
潜力，对长三角地区的广大航空客货群将产生特有的凝聚力
和吸引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一直致力于抢抓发展先机。长
三角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和物流网络的不断完善，也将为杭
州萧山国际机场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直接与沪杭甬、杭金衢高速公路相连，与
乍嘉苏、苏嘉杭高速公路相通，至苏州1.5小时，至无锡2小
时，至上海2.5小时，至温州3.5小时,地面交通四通八达，交
通条件便捷、顺畅。今后随着上海—杭州城际快速轨道交通、
杭州--上海浦东高速公路、杭州—宁波高速公路复线、上
海—嘉兴—湖州(杭州)高速公路、上海--杭州高速公路拓宽
等一系列项目的建设，杭州与上海的“同城效应”和长三角
城市“1小时交通圈”将迅速凸现，杭州逐渐发展成为长三角
南翼的综合交通航运物流枢纽。

为适应快速发展的运输生产的要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加大
硬件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广泛应用先进设备，同时加



强员工的素质建设，努力使机场的安全标准、设施保障能力、
人员素质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和
优质服务水平。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2011年旅客吞吐量已达1750万人次，而原
航站楼设计容量却仅为800万人次，各项基础设施无法满足日
益增长的航空运输业务发展需要，机场运营压力巨大。经过
多年的规划与扩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已
于2012年12月30日全面竣工，扩建后的机场占地面积达到10
平方公里，是原来的2倍;拥有两条跑道，可起降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空中巨无霸”空客a380飞机;机场航站楼面积达
到37万平方米，是原来的3.7倍;能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250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80.5万吨、航班起降量26万架次的保障需
求。

杭州导游词篇五

各位尊敬的游客：

大家好!大家一定听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名言吧，
没错，这句话描写的就是我们马上要到达的目的地—美丽的
杭州西湖。我是你们这次杭州之旅的导游，我姓陈，大家叫
我陈导好了。

现在我们大家来到了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苏堤全长三
公里，是北宋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府时，治理西湖，利用挖
空出的泥构筑而成的。故名之以“苏堤”。早春时分，沿着
修长的湖堤漫步,在轻烟薄雾中，,十里垂柳飘忽，朵朵红桃
含露开放，景色着实娇媚迷人，而当春雨霏霏，透过袅娜柳
丝眺望西湖，但见薄霭弥漫，渐远渐淡，景色更是奇幻诱人，
被人称为“六桥烟柳”。“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诗人别出心裁
的把西湖比作我国古代美女西施，于是，西湖又多了个“西
子湖”的雅称。



大家看到前面的那座桥了吗?宋代称宝佑桥，元代又叫段家桥，
以前是座苔藓斑斑的古老石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桥虽然
是座很普通的石拱桥，但它的名字和《白蛇传》里的许仙、
白娘子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因而成了西湖中最出名的一座桥。
断桥残雪是西湖难得的景观。“西湖这胜，晴湖不如雨湖，
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讲到这里，我看到有的朋
友已经在仔细观察，或许你们马上会问：这座桥根本没有断，
为什么要取名“断桥”呢?这个问题就让我来解答吧。

断桥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由于断桥所处的位置背城面山，
处于北里湖和外湖的分水点，视野开阔，是冬天观赏西湖雪
景最好的地方。每当瑞雪初晴，桥的阳面已经冰消雪化，而
桥的阴面却还是白雪皑皑，远远望去，桥身似断非断，“断
桥残雪”就因此得名。还有，断桥又是白堤的终点，从平湖
秋月而来的白堤到此中断。讲到这里，或许大家已经明白，
原来是“堤断桥不断”。各位朋友，杭州西湖沿岸的景观就
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去观赏湖中三岛。

首先我们来看杭州西湖中最大岛“三潭印月”，也叫小瀛州。
这是一个“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湖上花园。

下面请随我上岛游览，三潭印月这座小岛它的精华就在于岛
南面的三座石塔。请看：三塔鼎立在湖上，塔高2米，塔身球
形，排列着5个小圆孔，塔顶呈葫芦形，造型优美。每逢月夜，
特别是到了中秋佳节，皓月当空，人们在塔内点上蜡烛，沿
口蒙上薄纸，烛光外透，这时“塔影、云影、月影”溶成一
片，“烛光、月光、湖光”交相辉映，在光的折射中，三塔
的灯光透过15个圆孔投影在水面上，共有30个月亮，加早天
上的一个水中的1个，湖面可以倒映出32个小月亮，呈现“天
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绮丽景色，真是“一湖金水欲溶
秋”，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

“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这是白居易大诗人为颂扬杭州西湖给后人留下



的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各位朋友，当我们即将结束杭州西
湖之行时您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呢?但愿后会有期，我们再次
相聚，满觉陇埯赏桂子，钱塘江上看潮头，让杭州西湖的山
山水水永远留住您美好的回忆。

杭州导游词篇六

杭州西湖导游词怎么写?西湖这么美，下面就是为大家整理的
杭州西湖导游词范文哦!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潘，你们可以叫我潘导。

西湖有十景，分别是: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柳浪闻莺、三潭
印月、双峰插云、南屏晚钟、花港观鱼、断桥残雪、雷峰夕
照、曲院风荷。

这是我们今天参观的主要内容。

大家看，那就是雷峰夕照，它是因为夕阳照到雷峰塔上，映
出倒影而形成的。

这儿还有一个叫《白蛇传》的传说呢!传说白娘子被法海镇在
雷锋塔下。

那儿是断桥残雪，其实，它并不是断桥，是因为依稀可辨的
石桥身似隐似现，而涵洞中的白雪奕奕生光，与灰褐色的桥
面形成反差，远眺像断了一样，故称断桥。

现在大家自己参观，两小时后集合。

今天的旅程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再来西湖，谢谢。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能在这次旅途中为大家服务。

我是“文书帮”金奥成，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走进杭州三日
游的第一站——西湖。

看，西湖四周青山秀水，平似镜的湖面上映衬着幽雅的柳树，
多么一派迷人的景色。

西湖，主要以一湖、二峰、三泉、四寺等景观组成，我就来
讲讲断桥残雪吧!它可是西湖十景之一哦!在古代，人们把断
桥称为宝佑桥、断家桥，断桥残雪，位于西湖的`西南角，冬
季雪后，阳面桥身上的冰已经融化，阴面的冰似银丝，从桥
的侧面挂了下来，远眺时，人们眼中的断桥似断非断，让人
一时摸不着脑袋。

关于断桥，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在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
《白蛇传》中，白仙子和许仙相遇的地方，就是在断桥。

下面，请大家自由活动，可以拍拍照留个影，但不要在桥上
乱涂乱画，15分钟后还在这里集合。

西湖这么美，当然孕育着许多奇妙动人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有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
了一块白玉，他们起琢磨了很多年，白玉就变成一颗光芒四
射的明珠，这颗宝珠的珠光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
百花就盛开。

后天消息传到天宫，王母娘娘就派天兵天将前来把珠抢走。

玉龙和金凤赶去索珠，遭到王母拒绝，于是就你争我夺，王
母被掀翻在地，两手一松，明珠就掉落到人间，变成了晶莹
清澈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变成了玉龙山(即玉皇
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在西湖之滨。



西湖作为著名的风景地，许多中外名人对这情有独钟。

毛泽东一生中共40次来杭州，最长的一次整整住了7个月之久，
他把杭州当作“第二个家”。毛泽东常常称赞西湖秀美，但
他生前从未正式发表过描写西湖的诗词。中国伟人喜欢西湖，
国际友人对西湖更是流连忘返。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两次来杭州，他赞叹地说:“北京是中国的
首都，而杭州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还要再来。”尼克松还
把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出产的红杉树送给了杭州。

我们船已缓缓启动了。

我先把整个游湖的行程简单的介绍一下:环湖一周的景点有一
山和二堤。

一山指的孤山，孤山景区的名胜古迹多达30多处，沿湖们所
能欣赏到的有西泠桥、秋瑾墓、西泠印社、楼外楼、中山公
园等。

孤山之后是白堤，起自平湖秋月，终于断桥残雪，桥后还有
著名的宝石流霞等景观。

欣赏完沿湖景色，我们再去湖中三岛，游船最后将在苏堤靠
岸。

杭州导游词篇七

杭州西湖导游词范文怎么写?西湖作为著名的风景地，许多中
外名人对这情有独钟，下面就来看看杭州西湖导游词吧!

秦汉到唐



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积，在
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
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
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

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
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
侧的宝石山下，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
通南北五大水系，便捷的交通也促进了杭州的经济发展和旅
游活动。

唐朝，西湖面积约有10.8平方公里，比近代湖面面积大近一
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
一带。

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

因为当时未修水利，西湖时而遭大雨而泛滥，时而因久旱而
干涸。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

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

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
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

六井现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

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
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
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

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
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
田的灌溉问题。

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
为白公堤，并非近代的白堤。

白氏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
《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
保护堤坝的方法。

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无存，但后人却借白堤(当时称“白沙
堤”)以缅怀白公。

白氏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
湖的诗词。

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
南》。

五代两宋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
国和南宋时期。

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
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

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
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
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



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

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

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
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
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

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
一半。

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
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
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
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
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

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

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

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
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
赏玩殆无虚日。

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
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
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



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

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
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
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
绘。

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
西湖美景。

元明清时期

元朝，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窟”。

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
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
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
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

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
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元朝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
范围比宋朝有所扩大。

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
逐渐葑积成桑田。

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
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朝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
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



杭州导游词篇八

各位旅客：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游
览美不胜收的西湖。我们乘着船去，请大家注意安全，不要
趴在栏杆上。

首先，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西湖的传说。相传，天上的玉
龙和金凤找到了一块璀璨夺目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
哪里就四季长春。这话传到了玉母娘娘的耳里，玉母娘娘便
派人去抢回来，玉龙和金凤不肯。在争抢中，玉母娘娘一不
小心手松了，明珠就落入人间，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西
湖还有一个雅号——“西子湖”。

西湖平均水深1.5米左右，最深处有2.8米左右;面积为4.37平
方公里，湖岸周长15公里。夏季，西湖水面上会开出美丽的
荷花，我想真应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们坐上
船去看看吧！

船慢慢靠近西湖最大的岛——小瀛洲了。这座岛的特点是岛
中有湖，湖中有岛。著名的三潭印月就在小瀛洲的南端，待
会我们将前往那里，大家赶紧和小瀛洲拍照留念吧！

船快靠岸了，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依次下船。下船后还可以
去周边景点游玩。记住，两点半的时候在这儿集合。

杭州导游词篇九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游览萧山。

萧山地处钱塘江南岸，为杭州南大门，东接历史文化名城绍
兴。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发展迅速，多次荣获“全国农村
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全国明星县(市)”、“全国十大



财神县(市)”、“国家卫生城市”、 “浙江省品牌强县(市、
区)”等称号。

萧山作为东南沿海地区黄金旅游线的纽带，是国际大都市上
海和东方大港宁波的中心点，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颇多。
境内的“跨湖桥文化”距今有8000年，2004年被正式命
名，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有良渚文化遗址——
蜀山，建于东晋的祗园寺，建于南朝的江寺，岳飞抗金时行
军驻足、渴饮而名并刻有“宋岳武穆行军经此，饮潭水而
欢”的欢潭，清代抗英名将葛云飞墓，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最早成立的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旧址等。

萧山四季皆宜旅游。萧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南缘，
年平均所温16.1℃，降水量1402.5毫米，常年无霜期248天。

萧山历史悠久，境内的“跨湖桥文化”距今有8000年。公元2
年始建县，始称余暨，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现名，一
直沿用至今。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撤县设市，2001年3月25
日，撤市设区。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所长叶国珍高级工程师
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南宋官窑碎纹瓷，取得了重大突破，
荣获国家重大发明二等奖，有“中国碎瓷王”之称。

今天我的讲解就到此结束了，下面是大家自由参观的时间，
我们大概在30分钟后在门口集合，希望这次参观能给大家留
下一个深刻的印象，预祝大家能玩的开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