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重庆白鹤
梁导游词(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篇一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白鹤梁!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
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涪陵城北的长江中，是一块长
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景观是三峡文物
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
江水枯的时候，才露出水面。相传唐朝时朱真人在此修炼，
后得道，乘鹤仙去，故名"白鹤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
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这个诗化的名字缘何而来，虽然众说纷纭，但都与
一个叫尔朱通微的人有关。相传，在北魏时，尔朱通微不愿
与篡夺皇位的族兄尔朱荣合流，弃家学道，道成，号尔朱真
人。尔朱炼丹售市，至合州，价傲太守。太守怒，将尔朱囚
笼抛江。竹笼不沉，却顺江而下，至涪州白鹤云集之石梁，
遇一名白石之渔人举网而得之。尔朱时正酣睡，渔人久呼不
应，击磬方苏，遂为至交。渔人仍然轻舟布网，尔朱继续修
真炼丹;晚则曲膝相对清谈，倦则抵足揽江入梦。竹笛渔歌，
铜磬经文，各得其趣，两情甚笃。一日，尔朱取丹与白石渔
人佐酒畅饮，醉后，乘白鹤化仙而去。白鹤梁便以此得名。

白鹤梁题刻始刻于唐朝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前，现存题



刻165段，3万余字，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其中涉
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处以刻石鱼
为"水标"，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比1865年我国在
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文站的水位观测记
录要早1100多年，故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

据有关部门观测，白鹤梁唐代石鱼的腹高，大体相当于涪陵
地区的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而清康熙二十四年
所刻石鱼的鱼眼高度，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位
的零点。1988年8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xx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三峡
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题刻将永远淹没于近40米的江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作，对
白鹤梁题刻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向世界昭示三峡工程是
否属于文明工程的关键。白鹤梁保护工程先后共产生了7个保
护方案，有10余名中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参加了白鹤梁保
护方案的评审工作。经过十年的反复论证，根据国际"威尼斯
宪章"中不可移动文物以原地保护为主的原则，20xx年国家采
用了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以"无压容器"的保护方式，创造
性地修建了世界上唯一在水深40米处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是三峡工程的四大文物保护项目之
首。白鹤梁保护工程20xx年动工修建，20xx年5月18日正式落
成，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科学技术创新一等奖，总投资约2亿元。

白鹤梁上题刻纵横交错，篆、隶、行、楷、草皆备，颜、柳、
苏、黄俱全，还有少数民族文字，可谓集历代名家书法之大
成，素有"水中碑铭"之美誉。题刻多出自历代文人墨客之手，
以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最为著名。梁上题刻或诗
或文，记事抒情，吊古怀旧等，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
艺术为一体，实为罕见的水下奇观。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开发三峡白鹤梁水文题刻，20xx年葛修润院
士提出了一套在长江白鹤粱题刻的原址上建立水下博物馆的"



无压容器"方案，通过建一个注满净化过滤江水的容器来抵消
内外压力。这一方案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既可以更好的对具
有1220xx年历史的世界罕见的江底水文题刻进行保护，又为
科学研究和游人参观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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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篇二

白鹤梁，是位于长江上游重庆直辖市涪陵城北江中的一道天
然石梁，全长1600m，宽约15m，因长年有白鹤驻足于此，故
得名白鹤梁。下面是本站带来的重庆白鹤梁导游词，欢迎大
家阅读。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负责为你们讲解的导游员，
大家可以叫我小范，首先感谢和欢迎大家进行本次旅游，我
会热诚为大家服务，让大家有一个精彩和难忘的经历。在开
始此次游览之前，我想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白鹤梁。

白鹤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中心的长江之滨，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属于历史文化类人文风景旅游景区，是浩瀚江
水中的岩砂质天然石梁。它自西向东延伸，与江流平行，
呈14.5度的斜度向江心倾斜，常年伏没江中，只有每年冬春
季之交，水位较低时才会部分露出水面。梁上有石刻碑文160
余方(尚有部分题刻淹没水中)，题刻的书法艺术造诣较高，
刻工精湛，不过，因三峡高位蓄水，为防淹没，特建水下博
物馆以保护题刻，20xx年2月开工，20xx年底竣工。

白鹤梁，古代的时候称巴子梁，关于他名称的来历，有一个
说法是因为白鹤群聚集梁上得名白鹤梁，。白鹤梁还有一个
美丽的传说。早在北魏时期，有一位叫尔朱的合州(今合川)



人在朝廷做官，由于跟族兄弟皇位而失利，便厌恶皇上的恶
诈身份，决意弃官从道，去民间炼丹并拿到合州去卖。尔朱
的丹最后为州官所买，并被加价10倍。后州官查清详情后十
分震怒，竟拨剑将尔朱刺死，并用竹篓装尸抛入嘉陵江。由
于尔朱道高，能起死回生，因此，他死后竟然像做梦游，漂
流到长江涪州城边，幸被一渔民发现救起，放在石梁上守护。
翌日，涪州城传来的缭缭宏钟声将他惊醒，他对渔民充满谢
忱，于是赠仙丹给他，两人从此亲如兄弟。饮酒后手牵手在
石梁上漫步，畅述身世。某日，巧遇一只银色的大仙鹤来到
梁上，将尔朱驼起展翅升天，鹏雀万里，从此杳无踪迹。

这虽然是传说，却为后人传颂至今，更加添白鹤梁之神秘。
它是涪陵城区长江之中的天然石梁，长1600米、平均宽度15
米。自唐代广德元年以来，石梁上题刻有众多诗文图案和长
江枯水水位，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被誉为“世界第一古
代水文站”、“水下碑林”。上所刻的石鱼是古代水文观测
标志，石刻文字题记则是古代水文观测的记录，是极其重要
的水文历史资料。其题刻、图像断续记录了1200余年间72个
年份的历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
以及生产等，均有重大的史料价值。197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
际水文工作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涪陵石鱼题刻》为题，
向大会提交报告，白鹤梁的科学价值遂得到世界公认。白鹤
梁上有黄庭坚、朱熹、庞公孙、朱昂、王士祯等历代骚人墨
客众多的诗文题刻，篆、隶、行、草皆备，颜、柳、黄、苏
并呈，还有浅浮雕、深浮雕、线雕、呵图案、花边等，风格
各异，精彩纷呈，其水下碑文之多，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
富，形式之多样，堪称世界水下一大奇观。

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位于淹没水位线下的白鹤梁题刻将永
远沉没于江底。为了保护好这一水下瑰宝，白鹤梁题刻水下
保护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建造水下博物馆，该工程
由“水下博物馆”、“连接交通廊道”、“水中防撞墩”、和
“岸上陈列馆”四部分组成。水下博物馆的保护罩体工程设
计名“穹顶”，位于题刻正上方，呈椭圆形将整个题刻平面



覆盖。水下保护罩体墙外设有游人参观通道，游客可由岸上
经钢制廊道乘自动扶梯进入水下保护体内，分三种方式参观：
透过廊道玻璃观看，通过水下摄像头观看和身穿潜水服潜水
观看。

时间如流水 ，关于游前简介我就先说到这儿，我们马上就开
始正式的旅程了，大家做好准备了吧，那好，现在就请大家
随我一起去亲眼见证吧。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看大家面色红润，生气勃勃，
可想昨晚定时做了好梦吧!很高兴能在这阳光明媚的周末与大
家准时相约在这台旅游车上，我是今天的导游，这位是今天
的安全使者x师傅，今天将由我们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涪陵的白
鹤梁。

白鹤梁，是位于长江上游重庆直辖市涪陵城北江中的一道天
然石梁，全长1600m，宽约15m，因长年有白鹤驻足于此，故
得名白鹤梁。也有人说这个名字的由来与一个叫尔朱通微的
人有关。相传，在北魏时，尔朱通微不愿与篡夺皇位的族兄
尔朱荣合流，弃家学道，道成，号尔朱真人。尔朱炼丹售市，
至合州(今合川)，价傲太守。太守怒，将尔朱囚笼抛江。竹
笼不沉，却顺江而下，至涪州白鹤云集之石梁，遇一名白石
之渔人举网而得之。尔朱时正酣睡，渔人久呼不应，击磬方
苏，遂为至交。渔人仍然轻舟布网，尔朱继续修真炼丹;晚则
曲膝相对清谈，倦则抵足揽江入梦。竹笛渔歌，铜磬经文，
各得其趣，两情甚笃。一日，尔朱取丹与白石渔人佐酒畅饮，
醉后，乘白鹤化仙而去。白鹤梁便以此得名。

白鹤梁大部分时间都沉淀在江水之中，只有在冬春交替之际，
长江进入枯水期，咋们的白鹤梁才会水落石出，露出真容。
但是出水时间一般不过二十天，有时仅仅几天而已。白鹤梁
之所以被称为奇观，是因为它有重要的科学和文化价值，至
今为止，仍保留着许多历代的石刻，其中不乏历代大书法家，
大文学家的真迹。因此，白鹤梁有“水下碑林”之誉。这些



石刻当中最出名的得算唐代的所见鱼和清代的双鲤鱼。

建国后我国研究文物的学者和水文科学工作者到这里考察，
他们发现白鹤梁石鱼石眼所处的水位与现在航道部门记录的
当地水位零点位置基本一致，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这
意味着早在12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已经对长江水位的变
化有一个准确的记录。所以，白鹤梁又有“世界第一古代水
文站”之称。

古人不仅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了长江水位的变化，还从
中发现长江水位的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他们观察到每当
长江水位在枯水期落到石鱼下面的时候，第二年往往是一个
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所以自古就有“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说
法。

三峡工程的开建，实现了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然而,当三峡水
利工程建成后，陪伴了涪陵人一千多年的白鹤梁题刻也将永
远眠于水下40米深处。如何保护好这一“国宝”,成为三峡工
程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重要考验。经过无数专家学者的科学
考证，最厚采纳了再原址修建沉箱式博物馆的意见。因为这
样既保护了文物，又形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而且增加了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从20xx年正式开工，到20xx年9月
三峡大坝提前蓄水至156米水位，原本两年的水下施工期被压
缩为一年，期间又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漫长停工期。20xx年5
月18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举行落成仪式。整个保护工程
由“水下博物馆”、“连接交通廊道”、“水中防撞
墩”、“岸上陈列馆”四个部组成。

待会儿，各位朋友到了白鹤梁，有三种方式参观这些石刻，
一是透过廊道的玻璃窗观看，二是通过操纵摄像头观看，三
是对潜水较感兴趣的，可以身穿潜水服与我们的石刻来一个
亲密接触。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的景区就要到了，请各位做好下车准



备，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注意安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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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篇三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白鹤梁！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
以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
下。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涪陵城北的长江中，是一块长
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景观是三峡文物
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
江水枯的时候，才露出水面。相传唐朝时朱真人在此修炼，
后得道，乘鹤仙去，故名"白鹤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
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这个诗化的名字缘何而来，虽然众说纷纭，但都与
一个叫尔朱通微的人有关。相传，在北魏时，尔朱通微不愿
与篡夺皇位的族兄尔朱荣合流，弃家学道，道成，号尔朱真
人。尔朱炼丹售市，至合州，价傲太守。太守怒，将尔朱囚
笼抛江。竹笼不沉，却顺江而下，至涪州白鹤云集之石梁，
遇一名白石之渔人举网而得之。尔朱时正酣睡，渔人久呼不
应，击磬方苏，遂为至交。渔人仍然轻舟布网，尔朱继续修
真炼丹；晚则曲膝相对清谈，倦则抵足揽江入梦。竹笛渔歌，
铜磬经文，各得其趣，两情甚笃。一日，尔朱取丹与白石渔
人佐酒畅饮，醉后，乘白鹤化仙而去。白鹤梁便以此得名。

白鹤梁题刻始刻于唐朝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前，现存题
刻165段，3万余字，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其中涉
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处以刻石鱼
为"水标"，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比1865年我国在
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文站的水位观测记
录要早1100多年，故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



据有关部门观测，白鹤梁唐代石鱼的腹高，大体相当于涪陵
地区的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而清康熙二十四年
所刻石鱼的鱼眼高度，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位
的零点。1988年8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三峡
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题刻将永远淹没于近40米的江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作，对
白鹤梁题刻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向世界昭示三峡工程是
否属于文明工程的关键。白鹤梁保护工程先后共产生了7个保
护方案，有10余名中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参加了白鹤梁保
护方案的评审工作。

经过十年的反复论证，根据国际"威尼斯宪章"中不可移动文
物以原地保护为主的原则，2002年国家采用了工程院院士葛
修润提出以"无压容器"的保护方式，创造性地修建了世界上
唯一在水深40米处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原址水下保
护工程是三峡工程的四大文物保护项目之首。白鹤梁保护工
程2003年动工修建，2009年5月18日正式落成，被国家文物局
评为科学技术创新一等奖，总投资约2亿元。

白鹤梁上题刻纵横交错，篆、隶、行、楷、草皆备，颜、柳、
苏、黄俱全，还有少数民族文字，可谓集历代名家书法之大
成，素有"水中碑铭"之美誉。题刻多出自历代文人墨客之手，
以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最为著名。梁上题刻或诗
或文，记事抒情，吊古怀旧等，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
艺术为一体，实为罕见的水下奇观。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开发三峡白鹤梁水文题刻，2001年葛修润
院士提出了一套在长江白鹤粱题刻的原址上建立水下博物馆
的"无压容器"方案，通过建一个注满净化过滤江水的容器来
抵消内外压力。这一方案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既可以更好的
对具有1200年历史的世界罕见的江底水文题刻进行保护，又
为科学研究和游人参观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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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篇四

欢迎大家来到重庆白鹤梁!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大家可以
叫我小x。为了便于大家参观游玩，下面我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白鹤梁位于长江三峡库区上游涪陵城北的长江中，是一块长
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景观是三峡文物
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
江水枯的时候，才露出水面。相传唐朝时朱真人在此修炼，
后得道，乘鹤仙去，故名"白鹤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
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这个诗化的名字缘何而来，虽然众说纷纭，但都与
一个叫尔朱通微的人有关。相传，在北魏时，尔朱通微不愿
与篡夺皇位的族兄尔朱荣合流，弃家学道，道成，号尔朱真
人。尔朱炼丹售市，至合州，价傲太守。太守怒，将尔朱囚
笼抛江。竹笼不沉，却顺江而下，至涪州白鹤云集之石梁，
遇一名白石之渔人举网而得之。尔朱时正酣睡，渔人久呼不
应，击磬方苏，遂为至交。渔人仍然轻舟布网，尔朱继续修
真炼丹;晚则曲膝相对清谈，倦则抵足揽江入梦。竹笛渔歌，
铜磬经文，各得其趣，两情甚笃。一日，尔朱取丹与白石渔
人佐酒畅饮，醉后，乘白鹤化仙而去。白鹤梁便以此得名。

白鹤梁题刻始刻于唐朝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前，现存题
刻165段，3万余字，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其中涉
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处以刻石鱼
为"水标"，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比1865年我国在
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文站的水位观测记
录要早1100多年，故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



据有关部门观测，白鹤梁唐代石鱼的腹高，大体相当于涪陵
地区的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而清康熙二十四年
所刻石鱼的鱼眼高度，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位
的零点。1988年8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xx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三峡
大坝蓄水175米后，白鹤梁题刻将永远淹没于近40米的江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高度重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作，对
白鹤梁题刻的保护与否，直接关系到向世界昭示三峡工程是
否属于文明工程的关键。白鹤梁保护工程先后共产生了7个保
护方案，有10余名中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参加了白鹤梁保
护方案的评审工作。经过十年的反复论证，根据国际"威尼斯
宪章"中不可移动文物以原地保护为主的原则，20xx年国家采
用了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以"无压容器"的保护方式，创造
性地修建了世界上唯一在水深40米处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鹤梁原址水下保护工程是三峡工程的四大文物保护项目之
首。白鹤梁保护工程20xx年动工修建，20xx年5月18日正式落
成，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科学技术创新一等奖，总投资约2亿元。

白鹤梁上题刻纵横交错，篆、隶、行、楷、草皆备，颜、柳、
苏、黄俱全，还有少数民族文字，可谓集历代名家书法之大
成，素有"水中碑铭"之美誉。题刻多出自历代文人墨客之手，
以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最为著名。梁上题刻或诗
或文，记事抒情，吊古怀旧等，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
艺术为一体，实为罕见的水下奇观。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开发三峡白鹤梁水文题刻，20xx年葛修润院
士提出了一套在长江白鹤粱题刻的原址上建立水下博物馆的"
无压容器"方案，通过建一个注满净化过滤江水的容器来抵消
内外压力。这一方案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既可以更好的对具
有1220xx年历史的世界罕见的江底水文题刻进行保护，又为
科学研究和游人参观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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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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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篇五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好。可以身穿潜水服与我们的石刻来
一个亲密接触，首先感谢和欢迎大家进行本次旅游，我会热
诚为大家服务，让大家有一个精彩和难忘的经历。

说到白鹤梁，大家一定会有疑问：为什么叫白鹤梁？现在我
就告诉大家吧！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相传唐时尔朱真人在
此修炼，后得道，乘鹤仙去，故名白鹤梁。另一种是：白鹤
梁是在造山运动时天然形成的，古时候周围环境优美，郁郁
葱葱，每当冬季来临就有成百上千的白鹤飞到此处栖息，翩
翩起舞，煞是奇美。白鹤梁由此得名。

白鹤梁水下石铭位于涪陵区城北长江江心，是一块长约1600
米，宽15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石梁仅在冬春枯水期露出水面。
石梁上刻有自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当代的石刻题记164段，
其中水文题记108段；石鱼图14尾，其中作水文标志者3尾，
共计3万字。题刻、图像断续记录了1200余年间72个年份的历
史枯水位情况，对研究长江中上游枯水规律、航运以及生产
等，均有重大的史料价值。197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水文工
作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以《涪陵石鱼题刻》为题，向大会提
交报告，白鹤梁的科学价值遂得到世界公认。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将其誉为“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

白鹤梁已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鹤梁上的石鱼石刻，
不但有着重要的科研和史料价值，还有“石鱼出水兆丰年”和
“年年有余（鱼）”之意。我们都知道燕子低飞、小鱼出水
是雨将要来临的征兆，但它们只能预报下一刻的情况，不足



为奇；而我们的白鹤梁却能预报下一年的情况。因此，古人
在白鹤梁上刻有“枯水季节，若石鱼出水面，则兆丰年”的
石刻题记。白鹤梁自古就作为观测水文的考察站，当然就吸
引了不少历代文人墨客来此观光游览并留下大量墨宝。白鹤
梁上有黄庭坚、朱熹、庞公孙、朱昂、王士祯等历代骚人墨
客众多的诗文题刻，篆、隶、行、草皆备，颜、柳、黄、苏
并呈，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故有“水下石铭”之美誉。

三峡工程的开建，实现了中国人千年的梦想。然而，当三峡
水利工程建成后，陪伴了涪陵人一千多年的白鹤梁题刻也将
永远眠于水下40米深处。为了保护好这一水下瑰宝，白鹤梁
题刻水下保护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建造水下博物馆，该
工程由“水下博物馆”、“连接交通廊道”、“水中防撞
墩”、“岸上陈列馆”四个部组成。早在2009年5月18日白鹤
梁水下博物馆正式开管了。

待会儿，各位朋友到了白鹤梁，有三种方式参观这些石刻，
一是透过廊道的玻璃窗观看，二是通过操纵摄像头观看，三
是对潜水较感兴趣的。

好了，各位朋友，我们的景区就要到了，请各位做好下车准
备，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注意安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