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倡导文明祭扫 嘉兴乌镇导游词(实用10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倡导文明祭扫篇一

乌镇是典型的江南地区汉族水乡古镇，有“鱼米之乡，丝绸
之府”之称。下面小编准备了关于乌镇的导游词，提供给大
家参考!

乌镇是浙江的一个水乡古镇，也是一代文豪茅盾先生的故乡。
据谭家湾古文化遗址的考证表明，大约在6000年前，乌镇的
先民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了。那一时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
马家浜文化。

唐时，乌镇就隶属苏州府。唐咸通十三年(872)的《索靖明王
庙碑》首次出现“乌镇”的称呼。乌镇称“镇”的历史可能
从此开始。乌镇的建镇史有1200多年了，京杭运河穿镇而过，
历史上曾以河为界分为乌、青两镇。河西为乌镇隶属于湖州
府乌程县，河东为青镇隶属于嘉兴府桐乡县，至直1950年乌
青两镇才正式合并，统称为乌镇，属桐乡县，隶嘉兴，到今
天。

乌镇景区是2001年1月1日正式开放的，虽然开发较晚，但起
步较高，保存得非常完整，整个开发过程坚持了“以旧修旧、
整旧如故”的原则。现在景区里面依然有老百姓居住，并没
有因为旅游开发而把他们全部搬走，他们原来怎么生活现在
几乎仍然怎么生活，乌镇也因此悠然自得原汁原味，是生活



着的古镇!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小河名为东市河，水深有3米，是活水，
连通京杭运河。河对岸的古民居里现在还有老百姓居住的，
所以乌镇是一个真正的活着的水乡古镇。

在这边不远处可以看到一座非常有特色的石板桥——逢源双
桥。跟一个成词结合起来就是说左右逢源的意思了，还可以
看到在这座桥上面有一个廊棚，所以也称为廊桥，桥的下面
还有一排水栅栏，在当时这排水栅栏相当于一座水城门的作
用。

过桥以后，首先来到的是财神湾，原先这不叫财神湾，而叫
转船湾，乌镇的水系比较特殊，呈“十”字型，越到栅头河
道越窄，船只也不易掉头，所以当地人就在这儿开塘挖河造
了一个能转船的地方，同时为了区别于其它的地方的转船湾，
便借用前面的财神堂命名为财神湾。

回过头可以看到的是一家叫“香山堂”的老药店，它的规模
虽然小于杭州的胡庆馀堂，但也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
宁波药商陆庆馀创建的，并由他的孙子陆渠清将药店搬到这
里，在柜台四周约有300多只药材柜。

看完药店接着往前走，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财神堂
了，在乌镇历来都有接五路的习俗，所谓接五路就是接五路
财神，东南西北中各有一位，而这一位财神就是东路的文财
神比干，比干是商朝的一位丞相，他为官正直，对君王忠心
不二，直到后来自己的心都掏给了商纣王，当时百姓为此很
敬重比干，特别是一些商人，他们认为做生意就应该诚心诚
意，象比干一样，所以比干奉为财神。

现在我们所走的`这条街叫东大街，全长1300米，走的都是旧
石板路，两旁都是古民居，整条街上还居住着350多户人家有
将近1000的人口。望过去非常整齐干净，因为开发时把所有



的三线两管全都下地了，现在两旁人家家里都是有水也有电
的，并家家户户帮他们装好了抽水马桶，污水也不排到旁边
的河里了，因此旅游的开发也改善了一定的居住环境。

各位领导接下来我们参观的是江南百床馆，顾名思义就是从
江浙一带收集过来的各式各样的古床。这个老宅子是当地姓
赵的一个大户人家，七进深的一个老宅子。首先我们看到的
第一张床是我们这个展览馆当中年代最久的一张床：明，马
蹄足大笔管式架子床，至少有400年历史了，明式家具简洁大
方，用料讲究，整张床都是用黄榉木所做的。接着我们住里
进，里面有一张是百床馆中的镇馆之宝，拔步千工床。

看完千工床再往里走，在这一进可以看到的是三张风格一样
的床，是属于中西合璧的，在床两边还有两个罗马柱是西式
的，在床挂落上有牡丹花，牡丹花在中国的古代是国花代表
富贵，还有葡萄和双喜，葡萄是多子多孙，多子多福;双喜是
中国人结婚时用的代表喜庆。也就是说这床也是当是时结婚
时所用的喜床，而这床是民国初留下来的，材料是红木做成
的。

那刚才我们看的大部分都是双人床，接下来往里走可以看一
下两张小姐床。首先我们看一下，近代的雕花人字匾架子床，
它是以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所睡的，虽然是小姐床，但是
这张床上它所雕的大部分都是武将的图案，可以说这位小姑
娘她是不爱红妆爱武妆，是属于花木兰这一型的，而且她的
志向也是非常高，抬头可以看到有两行字，“双手要捞天边
月，一石击破心底天”。在这张床上还雕刻了蝙蝠的图案，
蝙蝠代表了多福，威武的狮子还起到了避邪的作用。旁边是
清代的小姐床，这张小姐床的颜色比较亮丽是红颜色，这是
一种比较珍贵的银子漆，床上的人物都是镀金的。



倡导文明祭扫篇二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嘉兴不仅自然风光秀美，人
文底蕴深厚，而且近年来在城市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有幸见证了嘉兴逐步变化的过程，深切
感受到了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的变化和收获，也有了一些个
人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城市建设为嘉兴带来的变化

近年来，嘉兴在城市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和建
设，如修建了公路、铁路、高速公路，拓宽了城市化交通网
络；兴建了新的城市综合体和商业区，加速了城市发展的步
伐；城市绿化、公园、景区建设，改善了城市环境，为市民
提供更好的居住、工作和环境。这些变化给市民带来了更好
的生活质量，也促进了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

第三段：嘉兴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任何一个城市发展的历程中，都少不了困难和挑战。对于嘉
兴而言，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
交通系统还需不断改进，城市规划和用地等方面仍需精细化
和细致化。同时，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对医疗、教育、住房、
社会保障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对相关设施和服务
的提高也呈现出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做
好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和方向，是嘉兴扎实推进城市建设、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第四段：个人心得体会

作为一名居住在嘉兴的市民，对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变化和
进展有着切身的感受。首先，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有效提
高了市民的出行效率和呼吸空气质量。其次，城市景区和公
园的建设，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地方，从忙碌的生



活中更多地汲取良善，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最后，城市创
新和发展，为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空
间，让更多的人有了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的机会和平台。

第五段：结论

综上所述，嘉兴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市
民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生活便利，也为整座城市以及中
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期望未来能够
继续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创城精神，攀登新的高
峰，创造更加美妙的明天。

倡导文明祭扫篇三

嘉兴是我家乡，作为一个嘉兴人，看着这座城市一天天地变
化，我深有感悟。建设嘉兴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事情，更是
一种精神的呼唤，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在我的眼中，建设
嘉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积极参与，下面我将从五个方面来谈
谈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建设嘉兴需要绿色发展。采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保
证嘉兴的生态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现在，嘉兴正在积极推
动城市绿化，建设一批生态公园和 forest city。像留下的南湖、
澄湖，还有即将建设的《中国南湖》等，这些生态岛可谓是
越来越让嘉兴人忘记了压力。这些绿色建设的效果不断显现，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家乡游览、休憩和旅游，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了身边城市建设的美好。

第二，建设嘉兴需要协同发展。现在，嘉兴面积不断扩大，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不断缩小。经过多年的发展，嘉兴的
农民工人都在市中心建起了自己的居所。这时，协同发展便
显得特别重要。政府部门要加强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互相支持合作，让城市和乡村都得到新的发展。同时，我们
也要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让农民有更多机会赚钱入账，不



断提升自身生活水平，提升我们整体的经济实力。

第三，建设嘉兴需要文化底蕴。作为一个古城嘉兴，我们一
定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底蕴。现在，嘉兴正在推广融合文化
和世界文化，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同时，也在关注和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比如，义乌民俗博
物馆、石浦渔家乐文化街坊等各种文化名城都赢得了世界第
一大学和观光旅游市场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
更多地推广嘉兴本土的文化描写，让更多人认识并喜爱嘉兴
的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通过这些措施，嘉兴的文化
底蕴将会越加丰富和深厚。

第四，建设嘉兴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尽管我国的湖畔家乡相
对于北上广深等城市来说还有差距，但以为我们缺乏创新和
科技，就大错特错了。嘉兴还有许多高新技术和企业，我们
要不断大力推动嘉兴的科技企业发展。同时，政府部门也应
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保障，带领科技公司在嘉兴实现腾飞。

第五，建设嘉兴需要每个市民的积极参与。事实上，只要地
方的市民都参与建设嘉兴的工作，嘉兴一定会得以更快地发
展。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和投入。对于个人而言，也
要注重文明、环保、生态，以及对嘉兴城市建设的漫长投资。

总之，建设嘉兴是一个生动的、不断前行的数字，我们一直
坚信自己能够做出更好的、更出色项目的。通过尽可能多的
践行和创新，以及多面思考，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适合我们
家乡的、更好的嘉兴！

倡导文明祭扫篇四

河坊街在吴山脚下，是清河坊的一部分。在假期期间，我和
爸爸妈妈到河坊街去散步，游玩。

我们一进河坊街，就看到街道两旁一排排中华老字号，有万



隆火腿店，百年药铺胡庆余堂，方回春堂。还有各式各样的
茶楼，点心店。我们来到一家点心店门口，这里正在卖糕店，
这就是传说中的“定胜糕”，买了两块尝尝，我一口咬下去，
松松软软有一股清香，里面是甜甜的豆沙，据说在南宋时老
百姓为岳家军出征鼓舞将士而特制的，糕上有“定胜”两字，
后来被称“定胜糕”。

走了几步前面有个艺人正在卖糖人，旁边围了很多大人小孩，
都被他的绝活吸引住了，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块软软的糖，又
是拉又是捏，一会儿一个孙悟空出来了，一会儿一个猪八戒
出来了，就像变魔术，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好玩极
了。“啪”“啪”不远处有个叔叔在打陀螺，陀螺被他打的
飞快，上面还闪着彩色的光，在夜晚灯光照耀下，显得特别
引人注目。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玩，不知不觉已到街口，有种意
犹未尽的感觉，心里在想我下次还要来玩。

倡导文明祭扫篇五

在我奶奶家旁边有一条古色古香的小街。它的尽头连着吴山
广场，平常热闹非凡，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
它就是国家唯一的4a仿古商业街――河坊街。

一个双休日的下午，我做完作业，和爸爸一起去逛河坊街。
一踏入青石板铺成的步行街区，我就看见河坊街人山人海的
场面。我们来到一家小店铺，看见有一个男的正在画手绢。
只见他用毛笔在手绢上不停地挥舞，不一会儿，净素的手绢
上就出现了一匹棕色的骏马。他再用毛笔沾了一下绿色的颜
料，又在手绢上画了几笔，几株碧绿的小草立刻长了出来。
在他画的手绢上，我仿佛看见一匹栩栩如生的马儿在绿色的
草原上自由的奔跑。“他画得太像了！”我不由自主的称赞
道。“太逼真了！”“简直和真的一模一样！”围观的人也
赞美道。



我们继续走。走了一段路，我的眼睛被吸引了。只见有一个
人，戴着一副墨镜，在烧玻璃。看看旁边放着的成品，有十
二生肖的，有小天鹅的，还有奥运福娃的……各种各样，可
爱极了！

再往前走，我看见一群人围观着仿佛在看什么？我也好奇地
挤进人群去，发现一个老爷爷在吹糖人。他的生意可火了！
你瞧，一个人刚走，又来了一些人。大家转动写有动物名字
的转盘，指针停在哪里，就做哪个动物。有一个年青人，转
到了“老鼠偷油”。老爷爷先用红色的糖吹了一个油罐，再
用白色，吹了一只小老鼠，接着，他把老鼠的头放进油罐，
再戳上一根小木棒，就大功告成了！年青人吃着“老鼠”，
嘴角浮上了甜蜜的笑容。

我们还看了瓷盘上雕刻、精致微雕等一些有特色的小店。今
天，河坊街真是让我大饱眼福啊！

倡导文明祭扫篇六

近期，我有幸赴嘉兴参加一场专业技能培训。这远离繁忙都
市的地方，给我带来了全新的学习和体验。通过这次培训，
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技能，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
体会和启示。下面，我将从培训的组织安排、培训内容、师
资力量、学员互动以及培训带给我的启发五个方面来阐述我
在嘉兴培训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对这次培训的组织安排非常满意。培训机构提前安
排了住宿和用餐等问题，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培训中而不
用为其他琐事分心。同时，培训期间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文娱
活动和团队建设。这些活动让我们更好地放松身心，更好地
与他人互动。这种周密的组织和全方位的关怀让我深刻感受
到培训机构和导师的用心。

其次，培训内容也是我极为满意的一点。培训涵盖了我所关



注的专业知识以及实践技巧。导师通过清晰的教学规划和丰
富的实例，让我领略到专业领域的广阔和深度。我学到了很
多新的理念、方法和技巧，这些都将对我的工作产生积极的
影响。此外，导师还专门设置了实践环节，让我们可以在培
训中实际操作，锻炼和巩固所学知识。这让我感到非常实用
和充实。

再次，这次培训的师资力量非常强大。导师们既有理论功底
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提供给我们最新最全面的知识和
方法。他们语言生动、表达清晰、思路开阔，让我们听得津
津有味。同时，他们还十分热情和耐心，对于我们的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答和深入讨论。导师们的高水平授课和亲切的关
怀让我深深感到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热情。

第四，培训期间的学员互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不
同地域和行业的学员们聚集在这里，大家能够相互交流和分
享经验。培训机构充分利用小组讨论和分享会等形式，促进
学员之间的互动。通过与他人合作和交流，我不仅解决了一
些困扰我长久的问题，也结交了许多有共同兴趣的好友。这
种学员互动的模式不仅增加了学习的乐趣，还提高了学习的
效果，为我以后的发展铺就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这次培训给我带来了许多启发。首先，我明确了自己
在专业领域的不足和需要提升的地方。这次培训的内容以及
与他人的交流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并激发了我进
一步学习和成长的动力。其次，我意识到学习是一个终身的
过程，需要持续不断地与新知识保持接触。通过与导师以及
其他学员的交流，我深刻体会到知识的更新速度之快，意识
到只有保持学习的态度和心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总而言之，赴嘉兴参加这次培训是我一次宝贵的经历。这次
培训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和技能，还让我领悟到了许多人生
智慧和职场经验。我会珍惜这次培训的收获，将所学应用到
日常工作中，并不断努力提升自己。我相信，通过这次培训



的经历，我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中赢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倡导文明祭扫篇七

嘉兴是一座美丽的江南小城，它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旅
游资源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
发展和人口增多，嘉兴面临着很多问题。为了促进嘉兴城市
文明和社会和谐建设，我有了以下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嘉兴市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发展对城市文明建设的支
持始终是关键。嘉兴的市政工作非常出色，道路、饮水、电
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有一些问题需
要改进，例如，市区内交通拥堵等等。如果我们在城市规划、
设计、运营等方面做得更好，使公共交通更发达，交通状况
得到改善，那么城市将会变得更加便利、更具吸引力、更宜
于文明发展。

第二段，城市环境的整洁与清新对文明城市建设是很重要的
支撑。我们也不能否认垃圾、绿化、噪声造成的污染对我们
城市的影响。在嘉兴，城市管理人员及城市居民都应认识到
保护城市绿化、垃圾管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让每个市民都
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拥有更多的公园、绿地，并保护植物
与小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城市管理部门还应加大打击
城市噪声等行为的力度，使城市环境更加整洁、清新，更符
合城市的气质。

第三段，文化传承也是建设文明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嘉兴
是中国四大古镇之一，同时舞荷泽、夜明珠、南湖梅园、西
塘、乌镇等一系列景点都是旅游胜地。对于我们嘉兴市民来
说，我们更应该了解嘉兴文化的真数、保护嘉兴文化的承载
体、传承嘉兴文化的精神。我们应该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例如画展、书法展、文学讲座等等，提高孩子们的文化素养，
激发大众对文化传承的强烈兴趣，让我们的文化走向更广阔
的天地，走向更多的人的心中。



第四段，建设和谐社区对于城市和谐的快速发展是重要的。
嘉兴的社区发展较为活跃，但各种社区之间还存在很多互不
了解，互相配合不乐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在建设和谐社区的
过程中，让更多的市民与家庭参与，推崇“和谐”这个主题，
让每个市民和家庭都关注社区建设，那么社区的发育将扩大，
社区的单调性就会得到改善，市民也将更加积极参与社区建
设。

第五段，宣传教育也是建设文明城市的重要环节。我们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例如互联网、电视、报纸、公告、宣传画单
等等，向市民宣传文明城市建设的理念，试图通过宣传教育
让更多市民认识到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应
该注意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推广，尽可能让市民在遵守守
法的同时，也可以参与更多的文明建设事情，以更愉快、更
舒适的社会进行生活。

在建设嘉兴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广泛发挥市民的力
量，让各行各业及各个社区都协作参与其中，让文明地培养
市民的文明素质、增强社区意识、塑造市民精神，才能让嘉
兴市真正地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城市。文明建设始终是个极为
长久的过程，我们必须付诸行动，不断前进，才能真正而完
整地实现未来和繁荣。

倡导文明祭扫篇八

转眼，明天就是一年中夜晚时间最长的日子——冬至。俗语说
“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冬令进补对于嘉兴人民来说
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嘉兴冬至吃什么，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吧!

民间有谚曰:“冬至进补，春天打虎。”全国各地的冬至节令
食品，无论是北方的饺子、馄饨，还是南方的汤圆、赤豆粥，
一多半都与数九寒天里的食补有关。



在嘉兴的一些农村盛行吃赤豆糯米饭，嘉善城居民还是会吃
一种“妈妈味道”的食物——桂圆烧蛋，别小看桂圆烧蛋做
法简单，其中可蕴含着特殊的意义。

明朝年间，嘉善城内出了位朝廷大官叫魏大中。他对当朝宦
官专权极为不满，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奏表朝廷。不料反
被陷害结果被遣送回家。

魏大中刚好是冬至夜到家，魏夫人是位贤德夫人，深知丈夫
是含冤回乡的，所以就烧了热气腾腾的3只鸡蛋和7个桂圆说：
“不管三七二十一，补好身体要紧，老爷是两袖清风，不怕
奸臣诬陷，总有一天是非曲直会澄清的。”

果然，魏大中被夫人说得愁云飞散，对夫人的盛情十分感谢。
但曲曲折折魏大中最终死于狱中，其长子魏学洢竟哭死在父
亲身边。

4年后，魏大中的冤情终于让人平反昭雪。其时又逢冬至夜，
全城居民都吃鸡蛋桂圆，从此留下这种纪念形式，成了县城
内冬至的习俗。

1.将剥好的桂圆干和红枣快速的沖洗一遍，放入煮锅內加适
量水。

2.用大火将桂圆和红枣烧水煮开，然后调小火慢慢烧15分钟。

3.15分钟后，桂圆和红枣已经泡开涨大了。

4.将鸡蛋直接打入桂圆红枣汤中，开中火将鸡蛋滚一分钟后，
调成小火将鸡蛋再焖1分钟到3分钟不等。

5.将汤盛出即可。

民间有言:“冬至萝卜夏至姜，适时进食无病痛。”又



说:“冬季萝卜赛过小人参。”所以冬至吃萝卜最滋补，在冬
至夜，正适合炖上一锅热乎乎的萝卜排骨汤，补充营养，滋
补身体，又能增强抗寒能力。

北方不少地方有冬至吃狗肉和羊肉的习俗，中医认为，羊肉、
狗肉都有壮阳补体的功效。事实上，江南地区从冬至这天起
也开始进补，所吃的正是驰名中外的吴中藏书羊肉。

羊肉味甘性温，有补肾壮阳的作用，历来作为补阳佳品，是
冬至进补的重要食物之一。羊肉的热量高于牛肉，铁的含量
又是猪肉的6倍，对造血有显著功效，寒冬常吃羊肉可益气补
虚，补血助阳，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御寒能力。

但羊肉属大热之品，凡有发热、牙痛、口舌生疮、吐黄痰等
上火症状者都不宜食用。患有肝病、高血压、急性肠炎或其
他感染性疾病，以及发热期间都不宜食用。

冬至吃汤圆在江南较为盛行。做汤圆常用的材料如糯米、芝
麻、红豆等亦是温热性味，有较好的健脾作用。脾胃和健，
饮食营养才会被身体吸收利用，提高机体的抗寒防病能力，
最适合在冬天食用。

冬至吃饺子不冻耳朵。这种说法来源于医圣张仲景，他看到
严寒中百姓耳朵被冻坏，故用面包了驱寒药材，煮熟做
成“娇耳汤”治好了百姓的耳朵。今天冬至吃饺子不再是为
了治冻耳朵，不过其面、菜、肉的合理搭配使饺子成为了一
种营养全面且易消化吸收的美食。冬至吃饺子可以用羊肉、
白菜、大葱、韭菜、萝卜等做馅，这些菜均偏温热性，对人
体能起到一定的温阳作用。

热腾腾的八宝粥很适合冬天饮食温热软的要求。中医认为食
粥可健脾温胃，且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正好对抗冬季干燥的
特性。为发挥御寒作用，我们在煮粥的食材上可以选用偏温
热或平和健脾胃的食物，如薏米、大枣、核桃、花生、鸡肉、



羊肉、糯米、桂圆、山药、银耳等。我们不妨发挥创造力，
将这些食材搭配成美味的粥，例如：羊肉粥、鸡肉粥、糯米
红枣粥、小米山药粥、银耳红枣大米粥等。

倡导文明祭扫篇九

段一：“旧时光的美好”

在赴嘉兴培训之前，我对这座古城的了解仅限于历史课本中
的一些纪录，对其神秘的魅力抱有着浓厚的好奇心。当我踏
上这片土地，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嘉兴的古街巷，青石板铺就的小道，仿佛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一切都朴实而美好。

段二：“知识的涌流”

这次嘉兴培训的主题是现代科技应用。在培训期间，我们参
观了许多科技企业，了解了最新的科技进展和发展趋势。讲
座、讨论、实践让我的头脑得到了充分的刺激，知识如涌流
一般涌向我的脑海。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消除了对科
技的陌生感。培训不仅让我领略到科技的魅力，也激发了我
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段三：“人与人的连接”

培训期间，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玩耍、一起分享。无论是培训课堂上的角逐，还是在晚
上的谈天说地，我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我们互
相鼓励，共同进步，通过交流，我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开拓
了眼界，收获了友谊。

段四：“心灵的升华”



培训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心灵的升华。在嘉兴
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感受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历史的沉淀、
美食的品味、文化的熏陶，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深深的滋养。
我品味着嘉兴的小吃，聆听着古老的故事，感悟着乡土精神。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收获了内心的成
长。

段五：“秉持初心，砥砺前行”

赴嘉兴的培训经历让我受益匪浅。知识的丰富、人际关系的
建立、心灵的升华，都让我感到收获满满。走出嘉兴的时候，
我满怀感激和憧憬。感激这次培训给予了我许多宝贵的机会
和经验，孕育了我内心的成长。憧憬未来的日子，我将秉持
初心，砥砺前行，努力将所学应用到实践中，为实现自己的
理想而不懈努力。

赴嘉兴培训心得体会，是我成长的见证。这次培训让我重新
认识了自己的潜力，也拓宽了我的视野。我将珍惜这次机会，
将所学所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不断追求进步和卓越。嘉
兴的美丽与智慧，如今都已刻在了我的心底，将伴随我一生。

倡导文明祭扫篇十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桐乡乌镇是闻名江南的历史文化名镇。据《乌青镇志》记载，
唐咸通年间始正式称镇，据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伟大的革
命文学家茅盾就诞生在这里。乌镇位于杭嘉湖平原北部，京
杭大运河西侧，地当水陆要冲，古处两省(浙江、江苏)三
府(嘉兴、湖州、苏州)、七县(乌程、归安、崇德、桐乡、秀
水、吴江、震泽)交界之地。古人称它为姑苏留都之前户，嘉
湖浙甸之后屏。乌镇原以车溪(今市河)为界，分乌青二镇，



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河东为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
直到1959年，市河以西的乌镇划归桐乡县，才统称乌镇。乌
镇名称从何而来?据传，古代有一姓乌的将军，为讨伐叛臣力
战死于车溪河畔，后葬于此。

人们为纪念这为乌将军，就将这里取名乌镇。当然，这只是
传说。但乌镇的历史确实比较古老，据考证，乌镇东栅谭家湾
(新春村)，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属马家浜文化，距今已有6千
多年历史。乌镇素以水乡集镇著称。全镇市区河道如网，水
街相依。纵横的溪塘，穿街傍市。溪上众桥飞跨，塘畔绿树
成荫;河中舟楫不绝，市上笑语阵阵，这一切给水乡乌镇增添
了诗情画意。乌镇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甚多，市河西岸
的唐代银杏，相传为埋葬乌将军时所树，自唐迄今，历时已
有一千佘年。十景塘边的昭明太子读书处，为梁朝遗迹。

市河东观前街上的修真观戏台，始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
是浙北水乡集镇保存下来仅有的古戏台。乌镇自南宋以来，
名园巨宅代有所建，如今镇上还留下不少有清末民初建筑风
格的古老民居。其中西栅的朱家楼别具一格。此楼建于民国
元年(1912)，青砖灰瓦，雕门画窗。楼上楼下全部方砖铺地，
形成上下两座厅堂，人称“厅上厅”。镇西的两座古石桥，
也是遐迩闻名。这两座石拱桥，均建于明代，两桥成直角相
连，任你站立哪一座桥边，均可透过桥洞看到另一座桥，故有
“桥里桥”之美称。乌镇不仅揽古老之胜，水乡之美，还由
于它的名字跟文学巨匠茅盾联系在一起，固而更添生色。如
今，它已成为浙北著名的旅游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