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潮州的导游词(精选7篇)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尝试和追求自己的梦想。总
结时要积极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找到不足之处并加以改
进。总结范文是我们学习和提高的源泉，可以帮助我们在避
免错误的同时取得更好的成绩。

潮州的导游词篇一

我的家乡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名叫“西湖公园”.那里风景秀
丽,景色迷人,鸟语花香.走进西湖公园,就看到两排翠绿的大
树,挥舞着树枝,好象在说“欢迎你们来到西湖公园游...

潮州西湖位于中山路尾。那里风景优美，景色迷人，是潮州
著名的旅游之一。一踏进西湖门口，就看到“潮州西湖”四
个大字。再往前走一步，就走在虹桥上了，我扶着栏杆，一
边欣赏着湖水。瞧，那湖水又平又绿，淘气的小鱼不时把头
伸出水面，吹了个小泡泡。那些鱼颜色很多：有红的、有黑
的、还有黄的······走过虹桥，再往左走，就是涵碧
楼。涵碧楼建于1922年，是一座临湖的双层小楼房。涵碧楼
的对面是一棵棵高大的木棉树，它们像一位位战士，笔直地
站在那儿，守护着美丽的西湖公园。

如果你再往前走，往右看，一片绿茵草地会瞬间映入你的眼
帘。你要是累了，那就往右来吧！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
到湖心亭，你会感到很凉爽。坐下来吧，边泡茶边欣赏美好
风景，你一定感到很惬意。

美丽的西湖公园，一定会引来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潮州的导游词篇二

今天是特区成立25周年的大喜日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



汕头人民曾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而今，汕头的面貌已焕然
一新了。

以前的汕头市区大街小巷只是用黄土铺成的小路。以前的海
滨路，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海堤。1984年，汕头人才开
始改变曾是被渔民乱倒垃圾。臭气熏天。杂草丛生。蝇虫乱
飞。从1983年起，市政府部门才开始建绿化带，加宽加牢，
从此成为一条交通主干道。市区南边的人民广场以及海滨路
一带已是旧貌换新颜。以前的海堤成了绿化长廊，这里已是
草坪茵茵，绿树成阴，成了汕头新八景之一。海滨长廊里美
丽的塑像千姿百态，凉亭一座连一座。

市区东面更是美丽壮观。中山路。长平路，金砂路，从汕樟
为界限往东伸延成百个住宅小区。从此有了写字楼，医院，
小学，大型超市，花园式小区和火车站。从前的汕头连铁路
都没看见，更别提火车站。汕头于建成火车站，并通了火车。
西边也有了牛田羊农田养殖基地，是一块很好的湿地。我们
汕头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见过白鹭了。现在有了这块湿地，每
年北方的候鸟都会飞来过冬。现在，科学发达了，有了全国
著名的重点大学——汕头大学。丘陵地带，广厦新城和工业
商区都是汕头人亲手建成的，我们要感谢无数建设者让我们
的飞速发展日新月易!

啊!汕头!您是我们汕头人民的骄傲;您是我们汕头人民的自
豪;是我们劳动的结晶。我们为您而骄傲，为您而自豪!

潮州的导游词篇三

潮州西湖，山倚湖苍翠，湖傍山青黛。昔时是潮州古城的护
城濠，俗称“城壕池”。今天随着城市建设重心的西移，这
里已成为古城区与新城区绿色的分水岭，也是名城腾辉一脉
相承的纽带。在贯彻实施“保护古城区，建设新城区”的城
建方针中，两者当互相兼顾、齐驱并进。假若潮州的城建规
划已定位在山水园林式之中，那么，西湖便是古城区一片碧



绿的园林肺叶，堪称新世纪环保城市的绿色明珠。

宗乾元年间(758-759年)，皇帝下诏，天下临池带郭处设置放
生池八十一处，这西湖便是其中一处(过去西湖山麓尚刻“放
生”二字，现在湖心亭南侧有一池，称为放生池)。因与西湖
依傍的葫芦山，对护卫古城有天然屏障的作用，历代官府均
重视对它的修筑、浚疏。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知军州事林驃
及知州林光世，他们对西湖和葫芦山都有不少建设。林光世
还写了篇《浚湖铭》留世。到了元代，潮州战乱把西湖景物
毁了不少。在洪武初年又因潮州大修城墙，采用去大批石块，
还把湖填了一半，称作城壕。后来曾陆续重建一些景观。到
了清朝，因屡遭兵燹，西湖景物，又多数被毁。清康熙十二年
(1673年)，还在西湖山筑腰城，防御“三藩”之乱。刘进忠
的反清，又使西湖变成挖壕沟、围栅栏、设炮台的兵家要塞。
到了民国时更被军阀洪兆麟占为私家园——“洪园”。故有
人把西湖的简史概括为：始于唐、著于宋、毁于元、盛于明、
芜于清，民国不清不明，于今湖绿波平。

却可容十多人。从靠“李公亭”一端进去，沿着狭长的洞道
向北到另一出口，洞壁上还镌刻有逸史诗，这个洞便叫“活
人洞”。据说明万历年间(1592年)，有人到此游玩，正为拟
这个洞名而三思，忽见有一个孩子掉人湖中，赶快下去把他
救起，于是便把此洞命名为“活人洞”。洞内还有记叙当时
事件的石刻题记：“万历壬辰九月三日，郡人林乔松、张志
可，刘兴学、陈明登此，午见苍童渡溺湖中，拯活书。”这
也许是小孩的亲属为鸣谢这四个“英雄”而刻的。

潮州的导游词篇四

今天，我和妈妈、弟弟一起去西湖公园游玩。一走进公园的
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树木。让人觉得
满眼都是绿色。走进树木中，你仿佛就置身于绿色的海洋，
细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这里的
树木真高啊，高得似乎要将天捅破；这里能抱得过来，连幼



苗也是那么粗；这里的树木种类繁的树真粗啊，粗得要几个
人才多，有的高大白杨，有婀娜多姿的柳树……真是数也数
不清。远望去，有浅绿的、有翠绿的，明的、暗的……它们
绿得发光、绿得纯净、绿得鲜亮，，真让人无法形容啊！

穿过小道，就来到了西湖边。一眼望去，湖大得一眼望不到
边儿。湖面水平如镜，可以照出影子来。细心观察，你会看
到有许多小鱼正在水中游来游去，它们有的悠闲地摆动着尾
巴；有的还故意露出肚白翻着跟斗，好好像在展示本领。忽
然一阵风吹过，湖面起了波纹。突然，一阵清香，扑鼻而来，
我望去，在湖的尽头，有一个荷花池。那里的荷花荷叶可真
是多呀！荷叶挨挨挤挤的，好好像是有许多的绿色磨盘聚在
一起。荷花从荷叶和荷叶中钻出来，有的荷花开放了，好像
亭亭玉立的少女；有的含苞待放，好像是害羞的精灵。这时，
让我想起了一句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

这样的林围绕这样的湖，这样的湖倒映这样的林，再加园中
红花绿草，湖中小桥游艇，仿佛让人走进了一幅美丽的画中。

潮州的导游词篇五

今年春天，我和爸爸一起去西湖边游玩。

我们下车，来到西湖边。西湖边的景色很美丽，柳树姑娘在
微风中摇摆着长长的辫子。桃花姐姐笑红脸，有的才展开两
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展开，露出嫩黄色的花蕊；有的
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小草从地下
探出头来，看看春天是不是已经来到。在草地上有许多花朵
都绽放，有红的，有白的，有粉的，有紫的，星星点点，格
外引人注目。我一抬头，只见湛蓝深远的天空上，飘浮着几
朵洁白的云，几只小鸟在天空中快乐的飞翔着，还欢快的唱
着歌，那声音真好听，这使我的心情十分舒畅。



我们走啊走啊，来到断桥上。从断桥上看，景色也很美。湖
水很平静，也很清澈，清得可以看到湖里的小鱼，清得可以
见湖里的小鱼，清得可以映出西湖边美丽的风景。远处，不
时有几只游船从平静的湖面划过。雷峰塔、宝俶塔立在湖边，
像一位战士守在湖边。

我们又游览西湖的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我正看着入迷的
时候，妈妈打电话说好回家吃饭。我恋恋不舍地望望西湖，
我希望下次还能再到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游玩。

潮州的导游词篇六

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位于汕头市濠江区河浦大道中段斧头
山北麓，下辖中信度假村酒店及中信高尔夫俱乐部。

中信高尔夫球场依山而建，极富浓郁的亚热带风情，是中国
首个完全采用美国原产老鹰草作为果岭草的18洞72杆国际标
准球场，由世界著名的高尔夫球场设计者美
国pearsongolfdesign，根据本地独特的地理环境规划设计而
成。高尔夫球场毗邻酒店，其专属度假沙滩——龙虎滩，濒
临南太平洋，海天一色，蔚为美观。丰富海上娱乐项目、沙
滩康体活动也让前来的游客耳目一新，既能享受戏水、游泳、
乘船、潜水所带来的惊险刺激，又可享受美妙的沙滩活动所
赋予的轻松舒适，还能够在“又一村”风情园内领略“泰国
芭堤雅”的风情。

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环境幽雅，景区内空气中清新，负
离子含量高，已被列为汕头休闲度假去处之一。

中信度假村酒店是中信华南集团汕头公司属下的涉外旅游度
假酒店，位于汕头市南滨龙虎滩省级旅游度假区，濒临南太
平洋，风景如画，常年气候宜人。

中信海湾高尔夫球场毗邻酒店，与酒店形成相互配套项目。



球场投资3亿多人民币，是国际标准18洞的高尔夫球场。国
家aaaa旅游中信高尔夫海滨度假村隶属中信华南集团，下辖
中信度假村酒店及中信汕头高尔夫俱乐部。中信度假村酒店
是目前粤东地区规模及绿化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四星级度
假酒店。专属沙滩——龙虎滩长达9公里，濒临南太平洋，海
天一色，蔚为壮观。海上娱乐项目、沙滩康体活动精彩刺激，
景区内空气中负离子含量高，被列为汕头休闲度假去处之一。
中信高尔夫球场现为国际标准十八洞，依山而建，极富浓郁
的亚热带风情，是国内首家果岭草全部采用美国老鹰草的球
场，规划建成27洞国际标准球场，巳成功举办了全国业余巡
回赛暨20___年亚运会选拔赛，以及中国联盟杯职业赛等大型
赛事。

潮州的导游词篇七

潮州西湖，山倚湖苍翠，湖傍山青黛。昔时是潮州古城的护
城濠，俗称“城壕池”。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潮州西湖导游词
作文，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今年过年，我和妈妈、小姨一起去潮州西湖游玩。

那天早上，我们步行来到西湖。西湖的湖边到处是绿树绿草，
美丽极了!湖的右边，绿树成阴，我们从左边一眼望去，仿佛
一片绿色的海洋!湖的左边，有许多的“小叶榕”。那的“小
叶榕”，最小也有一百多岁大。“小叶榕”长得非常茂盛，
绿叶密的没有一点儿缝隙!

西湖的湖很平静，静得像一面碧绿的镜子。那湖的颜色碧绿，
绿得没有一点儿杂色;绿得犹如成千上万片碧绿的叶子，漂浮
在水面，漂亮极了!湖水很清，清得能看见湖底的石头：清得
能看见“小叶榕”美丽的倒影。湖里还有一条条活蹦乱跳的
小鲤鱼，有金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最可惜的是：没有看
见那一朵朵姿态不一的美丽的荷花，那一片片圆圆的翠绿色



的荷叶，那一个个绿绿的莲蓬!

西湖可真美啊!下次，我还要去那儿玩!你觉得潮州西湖美吗?

因为天气寒冷，白云，西湖两岸的柳树随着春风轻轻飘动，
像是少女扬起的头发我的家乡在潮州，好看极了，在阳光的
照射下闪着金光，给蓝蓝的天空添加了一道新的风景，真像
一张美丽的图画，那里的景色非常漂亮，美丽极了，松柏显
得更苍翠了。

夏天。

秋天，苍翠的松柏，是我家乡水灵灵的眼睛，十分迷人，平
常呱呱叫的青蛙，尤其是潮州八景，不哭也不闹。西湖里面
的鱼成群结队的游着。金鱼在这个队伍里最为引人注目，蓝
天。而西湖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就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冬天，一片片落叶在空中飞舞，一个个小船驶进湖里，还有
挺拔的白桦和栎树。整个西湖像是睡在摇篮里的婴儿。湖里
倒映着葱葱茏茏的柳树，美丽极了。其中，都在湖里了，白
桦和栎树变黄了，也躲到水下的洞里去了，还有树木。空中
飞舞着一群燕子，人们都不愿意出来。

春天。

潮州西湖一年四季景色宜人。秋风吹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西湖，许多人都来参观西湖了，它的一身金色的鳞片，
让人陶醉，是西湖最安静的季节.

潮州西湖，山倚湖苍翠，湖傍山青黛。昔时是潮州古城的护
城濠，俗称“城壕池”。今天随着城市建设重心的西移，这
里已成为古城区与新城区绿色的分水岭，也是名城腾辉一脉
相承的纽带。在贯彻实施“保护古城区，建设新城区”的城
建方针中，两者当互相兼顾、齐驱并进。假若潮州的城建规



划已定位在山水园林式之中，那么，西湖便是古城区一片碧
绿的园林肺叶，堪称新世纪环保城市的绿色明珠。

宗乾元年间(758-759年)，皇帝下诏，天下临池带郭处设置放
生池八十一处，这西湖便是其中一处(过去西湖山麓尚刻“放
生”二字，现在湖心亭南侧有一池，称为放生池)。因与西湖
依傍的葫芦山，对护卫古城有天然屏障的作用，历代官府均
重视对它的修筑、浚疏。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知军州事林驃
及知州林光世，他们对西湖和葫芦山都有不少建设。林光世
还写了篇《浚湖铭》留世。到了元代，潮州战乱把西湖景物
毁了不少。在洪武初年又因潮州大修城墙，采用去大批石块，
还把湖填了一半，称作城壕。后来曾陆续重建一些景观。到
了清朝，因屡遭兵燹，西湖景物，又多数被毁。清康熙十二年
(1673年)，还在西湖山筑腰城，防御“三藩”之乱。刘进忠
的反清，又使西湖变成挖壕沟、围栅栏、设炮台的兵家要塞。
到了民国时更被军阀洪兆麟占为私家园——“洪园”。故有
人把西湖的简史概括为：始于唐、著于宋、毁于元、盛于明、
芜于清，民国不清不明，于今湖绿波平。

却可容十多人。从靠“李公亭”一端进去，沿着狭长的洞道
向北到另一出口，洞壁上还镌刻有逸史诗，这个洞便叫“活
人洞”。据说明万历年间(1592年)，有人到此游玩，正为拟
这个洞名而三思，忽见有一个孩子掉人湖中，赶快下去把他
救起，于是便把此洞命名为“活人洞”。洞内还有记叙当时
事件的石刻题记：“万历壬辰九月三日，郡人林乔松、张志
可，刘兴学、陈明登此，午见苍童渡溺湖中，拯活书。”这
也许是小孩的亲属为鸣谢这四个“英雄”而刻的。

寿安岩在活人洞东北边，结构奇特，怪石重叠，古树浓荫，
似一座大型园林盆景。岩上刻有“寿安岩”三字和一些记事
石刻。最有趣的是岩前石壁平直，有如刀切。在这石壁上刻
有两行诗：“有客重来山柏翠，何人不及洞湖清”。岩前一
块大石横倒，上面刻了明朝十二个举人的名字，也有人
称“举子石”，这些名字也是横卧着，粗看是自然的倒斜，



实际上却隐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传说。

据说这块横倒的大石，原是连在寿安岩上的。由于这里风景
十分优美，明末有十二个举子看中了这风水宝地，便把自己
的功名刻在岩前平石上，想因此留芳千古。可是后来清兵人
关，明朝亡国，这些举子中大多数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之
时，为了功名利禄，投靠清廷，做清朝的官吏。当时，潮州
还处于不清不明的时期，潮人每过此地，便指着石中降清者
痛骂。久了，连岩石也感到同这些人连在一起十分羞耻。相
传在康熙年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雷鸣电闪，“轰隆”
一声，把岩石崩裂了，那刻着十二举子的石头，就像遭刀劈
一样，从高处跌落在岩脚，半截埋进泥土里，这些名字也就
需横看才行.

在石块裂开后的切口，潮人看到前述的两句诗。粗读好像一
般的咏景诗，但仔细品味，却别有寓意：“山柏翠”与“山
破碎”音相近，“洞湖清”与“痛胡清”又谐音。看看字迹，
又仿似在岩石崩裂前就刻在里面的。究竟清代谁敢刻这首藏有
“反骨”的诗，谁也说不清，故大家只能称之为“仙客留
题”罢了。其实这只是一个附会的传说，十二举子里有明万
历年间壬午举人林熙春，他是癸未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
户部左侍郎，荣归乡里后造福地方，兴修水利，倡建江东急
水塔等，为人民办了很多实事、好事，到80岁去世，并没有
为清廷效力。

畅游西湖，不妨到芙蓉池走一走，这里曲径通幽，荷花溢香，
颇具苏州园林的韵味。在芙蓉亭北端有“奇石馆”，展示大
自然鬼斧神工的奇趣。亭桥西侧现为西湖园林管理处，旁边
小屋的左墙壁特别厚，壁上有蓝色嵌瓷的“寿安古墙”四大
字，这古墙足有360多年的沧桑史迹，也隐含着一段传奇的故
事。

宋初，这地方原是州学地址，后州学搬进府城的金山，此处
便成了“净慧寺”。元朝净慧寺被兵毁，明万历二十一



年(1593年)重建，改名寿安寺。有一年海阳知县高某怀疑自
己的妾与寺中和尚私通，怀恨在心，便暗中把妾毒死，寄棺
于寺中，并扬言棺木中有陪葬的珠宝。后又请一个死囚伏于
寺中，把珠宝盗出置于寺僧人住所，知县带兵伏击，率兵勇
围寺，逮捕了寺僧，判他们盗棺中珠宝罪，并毁了寺院，仅
存一面墙。清代又有人靠着这面墙重建一个小庙，名为九天
娘庙。民国20xx年(1920xx年)九天娘庙塌。而今，这里成为
游人品尝西湖鱼及潮州菜的风味小吃馆。

沿着这菜馆向北10多米处，便是西湖最为闻名的“处女泉”。
处女泉泉洞如井，有三尺深，泉水极其清冽甘甜。在湖山开
辟之前，因这里原是个山坡，泉眼在山坡草丛中正如深居幽
谷羞于见人的处子，故被称为“处女泉”。潮人多喜欢品饮
工夫茶，专雇人来此挑泉水，据说用此泉水烹茶特别甘淳溢
香，别无杂味。过去潮人林大川在此品茶，有诗曰：“不知
陆羽来到此，品作人间第几泉?”更使处女泉名声鹊起。现在
园林职工在此经营潮州极品凤凰单枞茶座，名茶配上最上等
的泉水，使游人在此品茗，既清神益思，又歇息舒畅，一边
欣赏西湖奇光异趣，一边品赏潮州工夫茶艺，同时，又能听
到一些西湖的今古奇观、轶闻传说，令人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