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总承包承包范围 建筑承包合同(通
用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
样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湿地工作工作总结篇一

本文目录

湿地导游词1.
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湿地旅游区导游词2.
两湖一湿地旅游区导游词3.

各位游客

大家好!一路辛苦了。欢迎你们来到风光秀美的南洞庭。今天
的行程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们将乘船游览南洞庭中的七星洲，
登凌云塔，观赏万顷芦苇，洞庭神树，体验洞庭渔村风情，
品尝洞庭全鱼席和“洞庭四珍”。今天的行程主要是在水上，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洞庭湖是1亿年前的地层断裂塌陷而成的，现有面积3999平方
千米，分为东、西、南三个部分，我们看到的南洞庭湖区域
面积超过1680平方千米。xx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湿地名录。南
洞庭湖区是一处集湖光水色、岛屿汀州、珍稀物种和动人传
说于一体的神奇之地。

各位游客，大家现在看到的洲岛湖汊就是美丽的七星洲，远



远望去，它就像北斗七星散落湖中，七星洲也由此而得名。
洞庭湖形成于1亿年前的燕山运动后期，是传说中的云梦之泽。
洞庭湖是世界上水位落差最大的内陆湖泊，最大落差达13米。
湿地内河网交错，季节性变化大，水涨为湖，水落为洲。七
星洲在丰水季节为一片汪洋。

各位游客，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洞庭湖上仅存的两座石塔之一
的凌云塔(另一座为镇江塔)，洞庭双塔是我国水工建筑的杰
出代表。

洞庭秋水砚池波，

拿过君山当墨磨。

宝塔倒悬权作笔，

苍天能写几行多。

凌云塔至今保存完好。1983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游客上船时)大家请看我的左手边这条江，这就是资江。

(船驶入江后)大家看到的广阔湖面是南洞庭18个大湖中的万
子湖。万子湖是在洞庭湖南移过程中形成的，它在明朝以前
只是一条河，叫“青草河”，相传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每到阳
春三月，都要相邀到这里来踏青吟诗，因古代文人名后边多带
“子”，故名“万子湖”，指文人骚客游览之地。

南洞庭湖水体是中亚热带地区水生生物资源繁衍发展的良好
场所，堪称生物物种基因库。有植物863种，其中水生和湿生
高等植物500多种，广泛分布于洲滩的苇荻群落，南洞庭湖面
积达730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芦苇荡。有鱼类114种，
其中中华鲟、白鲟、银鱼、鳗鲡等是珍稀名贵鱼类，世界上
仅存的五种淡水鲸之一的白鳍豚就生长在这里。辽阔的洲滩



是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已发现的鸟类有258种之多，其中属于
国家一级保护的就有白鹳等7种。南洞庭湖烟波浩渺，水天一
色，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湖外有湖、湖内有岛、船影点点、苇
草青青、鸥鹭翔集;春夏秋冬景色各异，一日之中气象万千，
一派水乡泽国风光，如诗如画。前人描述的“洞庭秋
月”、“平沙落雁”、“渔村夕照”、“江天暮雪”都是南
洞庭的真实写照。因而世人无不惊叹“山在张家界，水在南
洞庭”。

湖南因湖得名，因湖衍生了灿烂的渔耕文化和湖湘文化。早
在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里繁衍
生息，6000～80xx年前，人类开始在这里种植水稻。xx多年前
的屈原流放到此，仍忧心于楚国的安危，行吟于芷草幽兰间，
写下了《楚辞》、《仇歌》、《天问》、《橘颂》、《涉江》
等不朽诗篇。范蠡抛却荣华富贵，与西施泛舟于湖光山水间，
隐居于赤山岛。三国时期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率兵
在此鏖战。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王昌龄、朱熹等
文人墨客的足迹至今可寻。范仲淹感叹“洞庭湖”之胜状，
发出了“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
南宋时期的钟相、杨幺在这里喊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
呼声，凭借广阔的湖面，纵横交错的水网，迷宫般的芦苇荡
与官兵抗争10多年。等会我要带大家游览的就是洞庭湖“四
岛”中的莲花坳和撂刀口，这两个岛均是因杨幺起义而得名。

(登莲花坳)莲花坳村是我省仅存的几个自然渔村之一，小岛
面积不到1平方千米，居住着30多户以捕鱼捞虾为生的渔民，
这里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洞庭渔家风俗。大家可以在这里感
受“杨树底下系小舟”的诗情画意;还可以看到数百年来洞庭
渔民的捕鱼工具;品尝洞庭渔民特有的姜溶茶和洞庭四珍。

(过洞庭神树)这棵就是洞庭神树，它的学名叫乌桕树，已经
有近2xx年的寿命了。我给大家提个问题，有谁知道，这棵树
为什么会长在湖中吗?还是我来告诉大家吧!明朝以前，这片
地方是陆地，这棵树的旁边就是“洞庭龙王庙”，由于南洞



庭湖地质塌陷，许多年后，“龙王庙”沉下去了，我们还可
以从树的根部和岛的四周，看到庙宇的砖石等遗存。据科学
考证，南洞庭每年的沉降速度为5-10毫米。洞庭神树是洞庭
湖地质变迁的有力佐证。

各位游客，我们即将登上的是南洞庭上的自然渔村撂刀口，
传说是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幺被岳飞军队战败后沉刀的地方，
故此得名。大家可以上去走走，感受渔村渔民的生产生活。

(观天鹅凼)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南洞庭最有视觉冲击力的著名
景点——天鹅凼，这是鸟类的天堂，在此处越冬和栖息的水
禽有100余种，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水禽6种：白鹳、黑鹳、
白鹤、白头鹤、大鸨、中华秋沙鸭，它们在此越冬栖息。

(观湖上草原)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大家一定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看!水草肥美，一望无边，真正的大草原也比它逊色
多了。湖州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季节性水位变化大，
植物分布依水位梯度变化而呈带状分布，可分为沉水植物、
浮水植物、挺水植物、洲滩裸地植物，主要优势植物群落有：
莲群落、辣蓼群落、芦苇群落、蒿草群落、鸡婆柳群落、苔
草群落。这片水中草地还是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繁衍基地。

(回航)南洞庭湖融国际重要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及全球
生物多样性于一体，蕴藏着十分丰富、具有突出价值的世界
遗产资源，南洞庭湖以内陆湖泊湿地和渔耕文化为核心，是
一处具有世界独特意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沅江地处南洞庭腹地，千年湖湘灿烂文化和独特的湖泊湿地
生态环境，璀璨丰富的人文古迹和天生丽质的湖泊湿地美景，
构成了南洞庭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现已开发南洞庭湿地生
态风景区、胭脂湖休闲度假区、赤山岛风景区和两江五湖景
区等四个特色各异的旅游景区。

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合作与支持，顺祝各位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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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团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旅游目的地是腾格里沙漠通
湖草原湿地旅游区。 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湿地旅游区位于
阿拉善左旗南境，在宁夏中卫县城西北18公里处的腾格里沙
漠东南边缘，与中卫境内的国家4a级旅游区——沙坡头隔沙
相望。乘包兰铁路旅客列车中卫下车，具有最佳的可进入性。
在腾格里沙漠中有两个相对较大的湖泊，一个叫东湖，一个
叫西湖。相传古时候西湖边上有座喇嘛庙，一个小喇嘛提铜
壶到西湖里打水，不小心把壶掉进湖里，怎么打捞也没捞着。
几年后，小喇嘛从离西湖数十里之外的东湖边捡到了那只铜
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两湖是由地下河连通着的。于是，
通湖之名便不翼而飞，远近皆知。通湖草原湿地旅游区沙丘
环抱，内有4平方公里的湿地，绿草如茵，空气清新，牛羊成
群，水鸟翩翩。白色的蒙古包群、五彩的野营帐篷、休闲茶
座与飘飘营旗拨撩着旅游者的心弦。这里蒙古族风情浓郁，
环境清幽静谧，如诗如画。旅游项目有驾“顺六轮”越野车、
吉普车、摩托车、卡丁车瀚海冲浪和骑马、骑骆驼穿越沙漠、
滑沙、祭敖包、观赏并参与民族歌舞、篝火晚会活动等。腾
格里沙漠通湖草原湿地旅游区现为国家3a级旅游区。来这里
骑驼旅游，既可探险观奇，欣赏大漠风光，又可体验大漠民
俗风情，不失为远离城市喧嚣、锻炼意志体力、增加西部阅
历的有益之旅。朋友们，让我们在这里好好地放松放松，开
开心心地玩它几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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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明两天我们要游览的是两湖一
湿地旅游区。两湖一湿地旅游区是指以呼伦湖、贝尔湖及乌
兰诺尔湿地为主体的包括附近河流草原在内的大型综合性旅
游区，涵盖克鲁伦河中国段和乌尔逊河南北两端的呼伦、贝
尔两湖流域，简称两湖一湿地旅游景区。位于呼伦贝尔市西
南端新巴尔虎右旗境内。301国道、203省道均可到达。是集
自然保护区与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自然风景旅游区。两湖一湿



地旅游区坐落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腹地，草原类型多样，湖泊、
河流、湿地相间分布；稀少的人口零星分布在原生态的自然
环境中，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保持着传统的生产、生活
方式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该景区集中了草原、湖泊、河流、
沼泽地、生物和气候六大自然景观资源。旅游区内呼伦、贝
尔两大湖泊，是呼伦贝尔草原和呼伦贝尔市得名之由来。呼
伦湖另有该景区导游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中蒙界湖——
贝尔湖，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的吞吐湖，在中国境内约40
平方公里，是著名的天然渔场；乌兰诺尔湿地位于呼伦湖和
贝尔湖之间，面积约43平方公里，有190多种鸟类在该区繁殖
生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重要湿地，现为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主要景观有——金海岸：位于呼伦湖西岸，区
域面积13平方公里，长达6公里的金沙滩环抱着一湾碧水。这
里湖床平坦，水面宽阔，沙质洁净，波浪适中，湖水清澈无
污染。湾内无礁石，是最理想的天然浴场。景区内现设有蒙
古包、欧式木刻楞、蒙古移营帐车等建筑设施，既有传统的
蒙古族风情，又蕴涵欧式古典韵味，集住宿、餐饮、娱乐等
功能于一体，可开展赛马、套马、驯马、搏克、射箭、祭敖
包、访牧户等传统民俗活动，享受乘快艇、日光浴、湖沙浴、
垂钓等水上娱乐、沙滩竞技之乐趣。一次可接待游客1500人。
成吉思汗拴马桩：位于靠近呼伦湖西北岸的湖中，主要景观
为一处三面环水的峭壁半岛。传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
时曾在这里训练兵马，将他心爱的八匹骏马用长绳拴在半岛
东三丈多远湖中那个高大的石柱上，马在半岛上，因此称之为
“成吉思汗拴马桩”。银海岸：位于贝尔湖东北岸，占地面
积40万平方米。湖内盛产鲤鱼、鲇鱼、白鱼等丰富鱼
类。“贝尔湖全鱼宴”享誉国内外。宝格德乌拉圣山：位于
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南45公里。海拔922.3米。“宝
格德乌拉”，蒙古语意为“神山”、“圣山”。自清乾隆三年
（1738年）始，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和七月初三，草原上的
牧民都要在宝格德乌拉山举办隆重的民间祭山盛会。弘吉剌
部落旅游景区：位于呼伦湖西南岸新巴尔虎右旗境内。古时
以出美女而著称的蒙古族弘吉剌部落曾游牧于这一带，成吉
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妻子孛尔帖都出生在此地，成吉思汗就



是从这片草原迎娶了美丽的孛尔帖。景区岸边向湖心延伸1公
里的范围内水深不超过1米，极适宜开展沙滩卡丁车、水上摩
托等各种娱乐活动项目。整个旅游区体现出草原风情、历史
文化、休闲度假、生态旅游水乳交融的特点。乌兰诺尔观鸟
区：位于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东南65公里处，面
积42.5平方公里，水域辽阔，河流纵横，水草茂密，芦苇丛
生，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沼泽、湿地连绵，是水域、草原、
湿地等多种景观类型兼备的自然保护区，是水禽隐蔽、觅食、
筑巢繁衍之最佳场所。这里是国家珍禽鸟类繁殖科研基地和
湿地生态研究基地之一，也是我国主要的观鸟旅游景区之一。
朋友们，两湖一湿地旅游区及其周边的蒙古族同胞欢迎您携
亲带友再度光临这块风水宝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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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自然修复为主的方针，结合我州
国土空间生态本底，统筹考虑区域自然资源特性，科学确立
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总体目标和战略任务，按照保证安全、突
出生态、兼顾景观的次序，谋划和推动我州长江流域生态修
复工作，有序部署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工程。通过3年攻坚，
构建“安全、和谐、健康、清洁、美丽”的长江流域生态系
统，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突显我州主体生态功能区的地位和作用。

二、主要任务

（一）科学编制实施州、县两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根据
《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推进市（州）级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鄂自然资办文〔2021〕10号）精
神，参照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大纲，组织编制州、县
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力争2022年6月
底前完成规划文本等成果汇编工作，按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
审批后实施。



（二）指导完成长江三峡地区（巴东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指导巴东县完成长江三峡地区（巴东段）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通过实施长江库岸修
复、地灾治理、垃圾污水处理和生态农业四大类工程，打造
长江库岸巴东段生态屏障，改善人居环境，带动农村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三）序时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按照各县市起底排查确
定的分类台账和“一矿一策”情况表，结合年度工作计划，
序时推进已关闭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确保2025年底前全面完
成全州已关闭矿山生态修复。压实矿权属地管理责任，坚
持“谁开采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强化矿山责任
主体生态修复治理义务，切实将矿山生态修复由事后治理向
事前事中保护转变，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打造全州良性
有序的矿山生态环境。

开展历史遗留矿山核查，积极申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省
级补助项目。按照《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历史
遗留矿山核查工作的通知》（鄂自然资办文〔2021〕14号）
要求，按时完成我州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依据核查结果，
支持指导县市申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省级补助项目，推
动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四）大力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加大地质灾害工程治理、
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等项目实施力度，强化中央、省级资金
使用，推进恩施市沙子坝滑坡等20个重点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实施。

（五）推进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实施。依据《湖北省
高质量推进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年）》，持续推进利川市东城街道办事处、宣
恩县椒园镇两个2020年度部级试点项目，恩施市白果乡、巴
东县野三关镇两个2021年度省级试点项目和宣恩县沙道沟
镇2021年度市级试点项目，积极谋划其他县市全域国土综合



整治项目。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州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攻坚提升专项行
动指挥部定期调度各县市工作推进情况，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州级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在州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下进行，成立州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工作专班，专
班设在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积极
协调配合，增强工作合力。

（二）强化检查督导。州、县按照工作方案，做好生态修复
规划编制各时间节点成果审核。巩固长江干支流10公里范围
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成效，加大矿山生态修复的日
常督办和调度。选择基础好、有代表性、各方积极性高的全
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重点推进，督促县市政府和投资主体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争取尽快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生产力。认真
组织生态修复项目“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三）做好舆论宣传。积极宣传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提高公
众对生态修复工作的认识水平，激发公众对生态修复的关注
度，吸取公众对生态修复的建议，以长江流域整体修复成效
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附件10

湿地工作工作总结篇三

由于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剧增、工农业污染严重，导
致氮磷的大量排放，使湖泊富营养化情况加剧。另外，外来
物种入侵和大量繁殖，逐渐取代了各种土著生物，这些都加
剧了湖泊的老化，使湖泊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多种功能日渐丧
失，呈现沼泽化发展趋势。专家们为了保护和净化水质，建
造了“人工湿地”试验基地，研究通过恢复湖泊的生物多样



性来还原水质、保护湖泊。云南是我国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
区，著名的高原湖泊有：昆明滇池、抚仙湖、大理洱海、丽
江庐沽湖等，近年来，一些湖泊遭受了水葫芦、蓝藻等外来
物种的污染，造成水质下降，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为
了保护高原湖泊，环境专家们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研究工作，
努力恢复自然的原生态。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进行
了“人工湿地对湖泊水质的净化和保护”的调查。

云南省大理市洱海北岸，试验地约100亩。

1、实地考察我看到大理洱海，有很多水草露出了头，我很高
兴，我快速地冲向洱海，没想到，我一脚踩进了水里，弄得
脚都湿了，为什么草地上会有水呢？妈妈告诉我，那就是洱
海的人工湿地，是专门用来净化水质的。我走近一看，里面
有小鱼在活蹦乱跳，小虫子也停在水草上扇动翅膀，一些渔
民正在捕鱼，还有一只小船在水中飘荡，凉风阵阵，非常惬
意。

另外，在大理和昆明的菜市场里，我曾经看到过慈姑和棱角，
据介绍，它们都是湿地种植的环保植物，而且营养丰富，食
用价值很高。我品尝过了慈姑，味道有点像土豆，富含氮和
磷。

2、采访专家“洱海湖北岸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项目顾问
汤承彬。

3、参观科普展览—《湿地知识展》

地点：昆明动物园。

几年前，洱海的旁边是农田，旱季种蔬菜，雨季种水稻，通
过不断的施肥，农作物才能生长，但是，这些化肥里含有氮
和磷，它们是水葫芦和蓝藻的营养液，雨水把这些化肥残留
物冲到河里，水葫芦和蓝藻就会大量繁殖，它们挡住了空气，



空气就进不到水底，生物需要的水容氧就无法产生，因而导
致动植物死亡，湖泊老化。如何改善这种局面呢？专家们正
在尝试改农田为人工湿地。

所谓人工湿地，就是人造的永久或暂时的死水或流水、淡水、
微咸和咸水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

据了解，为了净化水质，减少氮磷的污染，专家们在湖泊边
缘人工栽种一些大型水生植物，如芦苇、慈姑、菱、苦草、
龙须眼子菜、金鱼藻、轮叶黑藻、海菜花等。其中，金鱼藻
含有一种硫化物，它能有效阻止过多的浮游生物固着在其植
株上，减弱浮游植物和真菌生长，比其他浮游植物更能有效
地抑制蓝绿藻。据专家介绍，它们可以吸食氮、磷，实验基
地的磷含量已下降了70%，氮含量也可以下降50%。现在还在
试验测量阶段，等相关数据出来以后，就可以确定最适合这
个地区种植的水生植物品种。

通过这次调查，我还了解到：湖泊的净化和保护是一个系统
工程，除了人工湿地的建设以外，还有立法防止废水排泄和
污染以及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等很多方面的工作。所以，我
也要从自己做起，少使用甚至不使用含磷等化学物质的洗涤
用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水资源，人与自然和
谐。

湿地工作工作总结篇四

大家好！

西溪国度湿地公园是一个集都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
于一体的国度湿地公园。2009年11月03日，被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2012年1月10日，被评为国度aaaaa级旅游景区。

洪园是西溪湿地三期，虽名气不如东区非诚勿扰大，但景致
却一点儿也不比东区差，乃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吧，着实，



我更喜好它的平安，宁静地像个温婉的女子。

偷得浮生半日闲，且到洪园走一走。美景如画自不说，清爽
氛围润鼻喉。摘（zhe）完菜往复打鱼，捕上一条大鲫鱼。女人
醉了不消酒，遇见美食不住口。缘起洪生《永生殿》，定要
洪府走一走。老树攀爬探院墙，桃梨争相朵朵开。蜿蜒溪流
城中绕，飞檐翘角映水中。只觉半日尚太短，否则洪园走个
遍。

西溪湿地西区洪园国度湿地公园

荆源访古

“荆源”为乡土地名，“访古”即追寻原生态之西溪。荆源
访古景观由移植的近50幢江南古构筑和五常原有的汗青构筑
构成，今朝有部门构筑已建成，这些古构筑以他们久长的汗
青传承和深挚的文化积淀，吸引着人们探寻的脚步，它所拥
有的浓重的乡土气味和原汁原味的江南文化风采，布满着原
生文化的魅力，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配合浮现。

洪园余韵

洪氏家属是宋、明、清时期闻名的“钱塘望族”，明尚书洪
钟暮年归隐于西溪五常，建洪园，为休憩吟咏之所，槿篱茅
屋，小桥横溪，从此洪氏家属在五常繁衍生息数百年，涌现
出了洪f、洪n等一批汗青绅士。昔时，洪钟承先世遗业，青缃
盈积。构书楼，课后辈，闲与老农村翁究晴雨、话桑麻，怡
然自乐。此次复建，尽现园内峰石崩云，花木扶疏名胜。浮
现平安淡泊、阔别喧哗的归隐文化。

艺术荟萃村

中京城市湿地艺术聚落，该村庄以“重拾西溪人文影象，缔
造今世艺术聚落”为理念，以西溪大人文汗青文脉为配景，



操作基地脉络理解、开合有序、野趣横生的湿地生态空间名
堂，首要包罗“梦西溪”、“艺术家旅馆”、“艺术创意俱
乐部”、“艺术创作实践基地”在内的艺术构筑空间聚落，
凝塑西溪人文艺术精力内在，成为杭州都市不行或缺的今世
艺术基地。

寿堤

“寿堤”是西溪“三堤十景”之一，西溪国度湿地公园内共
有三条长堤，别离定名为“福、绿、寿”，与“福禄寿”谐
音。“寿堤”是三堤中最长的堤，全长5470米，寓意与杭州
市打造康健都市的方针相同等。将龙舌环绿、慈航送子、龙
舟胜会、洪园余韵、火柿映波等浩瀚的西溪美景串珠成链，
组成了一幅西溪湿地中最美的图画。

五凡人家

五凡人家是体验西溪五常原生态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活跃
地重现了临水而居的湿地原居民的传统民居、原汁原味的出
产器材和习俗，展示了湿地村子的传统糊口方法和风情。

秋芦飞雪

西溪有“三雪”，桃为绛雪，芦为秋雪，梅为香雪。秋芦飞
雪所处地理位置在蒹葭深处，四周河道溪水环抱，东面秋雪
滩上芦花摇曳，一经风吹，斑白而轻如棉絮，随风飞扬，如
漫天飘雪。金秋时节，游人可以泛舟缓缓融入芦苇的天下，
也可以登秋雪庵弹指楼，观秋芦遍野，赏芦花胜雪，乃西溪
一绝。

火柿映波

柿基鱼塘、桑基鱼塘是几千年农耕劳作形成的西溪湿地特定
地貌。在西溪星罗棋布的池塘的塘基上遍布着大巨微小的柿



树，光百年以上的老柿树就有4000多株。柿树既起着固堤、
护堤的浸染，同时也组成西溪一道绝佳的风光，尤其到了秋
日，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柿子熟的时辰，柿叶也变红了，
这时更有芦荻互为映照，芦白柿红，令民气醉。游人不单可
以在柿林中浴风徜徉，更可以一饱口福。

龙舟胜会

自古以来，每年夏历端午节，西溪四邻八乡之龙舟胜会于此，
这一传统习惯勾当至今长盛不衰。相传清乾隆帝南巡江南，
曾在深潭口抚玩蒋村龙舟，欣而口敕“龙舟胜会”。自此西
溪龙舟申明远播。此刻，每年端午龙舟胜会，深潭口和五常
河流人声鼎沸，热闹很是，古戏台上戏曲、武术、舞龙舞狮
出色纷呈，水中几百条龙舟交往穿梭，试比坎坷，这项象征
西溪人勇猛固执，百折不回，追求柔美糊口的精力。

湿地工作工作总结篇五

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了。我和爸爸妈妈踏上了游湿地公园之
路。

湿地公园的风景好美啊！听爸爸说这片湿地公园还是全亚洲
最大的湿地公园呢！我都被这迷人的风景吸引住了。桃花开
了，月季花开了，迎春花也开了，我真正地感受到了春的味
道。

一进大门，有一片湖，湖中还有一些天鹅呢！我给天鹅拍了
一张照，而天鹅却傲慢地抬起了头，好像它是一个富贵人似
的。

再往里走，风景就更美了。我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感受着
春光。

湿地公园里还有很多阁楼。这些阁楼很像凉亭，让我想起了



古代的楼房。其中，有的阁楼是酒店。如果不看阁楼上挂的
牌子，你根本就认不出来这是家酒店！美妙的乐曲也在一些
阁楼中荡漾着，动听极 了！

最使我难忘的就是一座大桥。这是一座很独特的桥，桥上有
很多的水哗啦哗啦地流了下来。这些水慢慢地积攒，变成了
一条很浅的小河。我看到这些，就给这座桥取了一个名字：
河桥。因为从桥上流下 的水形成了一条小河，所以就得来了
这个名字。许多人光着脚在“河桥”上快活地玩耍，可开心
了！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了！于是，我恋恋不舍地跟着
爸爸妈妈回了家。不过，湿地公园的风景确实很美，美得令
人留恋往返。

湿地工作工作总结篇六

大家好!

以“一曲溪流一曲烟”有名的西溪湿地，曾与西湖、西泠并
称为“杭州三西”，自然湿地的野趣美景和深挚古朴的文化
秘闻，给这片迂腐的土地赋予了美好和隐秘的色彩。西溪?洪
园有奇异而迷人的天然风物，大量的桑基、柿 基、竹基、鱼
塘遍布，四处是溪流、河荡、泽地。荡中有岛，岛中有塘，
港汊纵横，一派“梦里水乡”图景。西溪?洪园有着深挚的汗
青文化秘闻，这里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五常龙舟胜会、
十八般身手”为代表的洪氏文化、五常习惯文化。

01.荆源访古 “荆源”为乡土地名，“访古”即追寻原生态
之西溪。荆源访古景观由移植的近50幢江南古构筑和五常原
有的汗青构筑构成，今朝有部门构筑已建成，这些古构筑以
他们久长的汗青传承和深挚的文化积淀，吸引着人们探寻的
脚 步，它所拥有的浓重的乡土气味和原汁原味的江南文化风
采，布满着原生文化的魅力，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配合浮现。

02.洪园余韵 洪氏家属是宋、明、清时期闻名的“钱塘望
族”，明尚书洪钟暮年归隐于西溪五常，建洪园，为休憩吟
咏之所，槿篱茅屋，小桥横溪，从此洪氏家属在五常繁衍生
息数百年，涌现出了洪楩、洪昇等一批汗青绅士。昔时，洪
钟承先世遗业，青缃盈积。构书楼，课后辈，闲与老农村翁
究晴雨、话桑麻，怡然自乐。此次复建，尽现园内峰石崩云，
花木扶疏名胜。浮现平安淡泊、阔别喧哗的归隐文化。

03.艺术荟萃村 都市湿地艺术聚落，该村庄以“重拾西溪人
文影象，缔造今世艺术聚落”为理念，以西溪大人文汗青文
脉为配景，操作基地脉络理解、开合有序、野趣横生的湿地
生态空间名堂，首要包罗“梦西溪”、“艺术家旅
馆”、“艺术创意俱乐部”、“艺术创作实践基地”在内的
艺术构筑空间聚落，凝塑西溪人文艺术精力内在，成为杭州
都市不行或缺的今世艺术基地。

04.寿堤 “寿堤”是西溪“三堤十景”之一，西溪湿地公园
内共有三条长堤，别离定名为“福、绿、寿”，与“福禄
寿”谐音。“寿堤”是三堤中较长的堤，全长5470米，寓意
与杭州市打造康健都市的方针相同等。将龙舌环绿、慈 航送
子、龙舟胜会、洪园余韵、火柿映波等浩瀚的西溪美景串珠
成链，组成了一幅西溪湿地中唯美的图画。

05.五凡人家 五凡人家是体验西溪五常原生态文化的重要地
区之一。活跃地重现了临水而居的湿地原居民的传统民 居、
原汁原味的出产器材和习俗，展示了湿地村子的传统糊口方
法和风情。

06.秋芦飞雪 西溪有“三雪”，桃为绛雪，芦为秋雪，梅为
香雪。秋芦飞雪所处地理位置在蒹葭深处，四周河道溪水环
抱，东面秋雪滩上芦花摇曳，一经风吹，斑白而轻如棉絮，
随风飞扬，如漫天飘雪。金秋时节，游人可以泛舟缓缓融入



芦苇的海洋，也可以登秋雪庵弹指楼，观秋芦遍野，赏芦花
胜雪，乃西溪一妙。

07.火柿映波 柿基鱼塘、桑基鱼塘是几千年农耕劳作形成的
西溪湿地特定地貌。在西溪星罗棋布的池塘的塘基上遍布着
大巨微小的柿树，光百年以上的老柿树就有4000多株。柿树
既起着固堤、护堤的浸染，同时也组成西溪一道靓丽的风光，
尤其到了秋日，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柿子熟的时辰，柿叶
也变红了，这时更有芦荻互为映照，芦白柿红，令民气醉。
游人不单可以在柿林中浴风徜徉，更可以一饱口福。

08.龙舟胜会 自古以来，每年夏历端午节，西溪四邻八乡之
龙舟胜会于此，这一传统习惯勾当至今长盛不衰。相传清乾
隆帝南巡江南，曾在深潭口抚玩蒋村龙舟，欣而口敕“龙舟
胜会”。自此西溪龙舟申明远播。此刻，每年端午龙舟胜会，
深潭口和五常河流台湾人声鼎沸，热闹很是，古戏台上戏曲、
武术、舞龙舞狮出色纷呈，水中几百条龙舟交往穿梭，试比
坎坷，这项象征西溪人勇猛固执，百折不回，追求柔美糊口
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