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龙岩古田旅游 福建龙岩古田的导游词
(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龙岩古田旅游篇一

古田镇位于上杭县的西北部，与新罗、连城两县交界，地形
奇特，山清水秀，军事有利防守，当年龙岩同往古田，只有
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下个二十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古田会议会址的情况。古田会
议会址初建于1848年，红军第一次挺进闽西，根据《少年先
锋队队歌》又将和声小学改为曙光小学，而闻名中外的古田
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各位，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请大家带好随身贵重物品跟我下
车，我们的游览时间为2小时，现在是9点，11点我们将在这
里集中乘车参观下一个景点，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车牌号，车
是一辆蓝百相间的旅游中巴。

各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将要参观游览的地方，你们
看，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座落着一幢，庄严肃穆的祠堂，
后山坡上，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
个红色大字在绿荫的衬托下，闪闪发光，那就是著名的古田
会议会址。

在古田会议广场，左侧就是当年红军的阅兵场，场上设有司



令台，1930年元旦，在此召开了别开生面的军民联欢会，演
出结束后，朱德军长还给了每位演员两个铜板的压岁钱，在
往右看，那有一口饮水井和荷花池，这是当年毛泽东散步、
休息、思考问题的地方。古田会址大门横匾上书写着“北郭
风清”四个大字，大门两侧，刻着一幅对联：“学术放西欧
开笛子新智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字里行间透视
出祠堂主人，学习，开放，振兴的意识，体现了古田人民既
学习西洋文明又不放弃传统文化的办学思想。进入红漆木门，
就是当年古田会议会场旧址，你们看4跟圆柱上张贴着字纸标语
“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
义”，“反对逃跑主义”。大厅6列学生桌椅陈旧而整洁，左
边主席台上摆着两张四方桌和一排长凳，墙上架着一块黑板。
黑板上方中央挂着石印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再上方挂着红色
会标“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场下厅的三
合地板有好几处斑斑黑迹，这是当年古田会议召开期间，天
气寒冷，红军代表们衣裳单薄，代表们烤火取暖留下的痕迹.
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前辈没当年创业的艰苦，我们再看左右
两边的厢房，右侧的第一间是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室，房间陈
设极为简陋，只有一桌两凳。当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这里批阅
文件，接见与会代表。左侧厢房第二间是朱德同志的临时办
公室。

下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古田会议召开的情况和主要功绩：

1920xx年12月28日至29日，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中国
共产党红军第四次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曙光小学召开。120多位
红军党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方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并多次讲话，朱德同志作
了军事报告，陈毅同志传递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那么古田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总结了中国红军建立两年多的
丰富经验，纠正了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奠定了我军
政治工作的基础，使我军同一切旧式划清界限而开始成为一
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它是我建党建军伟大的历史进程的一



个里程碑。可以说古田会议铸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了中央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代表们经过热烈
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那么古田会议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总结了中国红军建立两年多
的丰富经验，纠正了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奠定了我
军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使我军同一切旧式划清界限而开始成
为一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它是我建党建军的一个里程碑。
可以说古田会议铸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龙岩古田旅游篇二

古田会议会址由前后厅和左右厢房组成。址内庭院空阔，依
次为前院、中门、下厅、正厅。左右两侧为厢房，步入中门，
正厅是古田会议会场，主席台设于左侧。毛泽东将右边厢房
第一间为毛泽东同志办公室和休息室。

祠堂外面址外为草地。左侧为当年红四军阅兵场，西南面设
有当年红四军领导人检阅红军官兵操练的司令台。背后是树
林，会址对面，有60年代新建的古田会议陈列馆。右侧有一
口引水井和“荷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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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古田旅游篇三

各位游客，大家好!

我代表旅行社欢迎大家观临本地，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
陈，你们可以叫我小陈，在我身边的是王师傅，他的驾龄丰
富，请大家放心乘坐，今天就由我和王师傅为大家服务，各
位有什么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将尽力为大家服务。
大家在以后的游览中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全心全意为
您服务是我社宗旨在此我希望各位能够在本次游览中玩得开
心，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在1989年12月22日刚任职不久的
就前来瞻仰了会址，并亲笔写下“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
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的题词。20xx年9月再次为会址题
词“古田会议是我党建设历上的里程碑”

我们来看会议左侧的这块大草坪是当年的红四军的阅兵场，
在我手指的方向还有一个阅兵台，在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
东、朱德、陈毅等红黄思君领导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元
旦迎新晚会。

古田会议会址原来是廖氏宗祠，又叫做万源祠，建于清朝的
道光时候，在民国改为了和声小学，好了我们来看下这副对联
“学术防西欧开弟子新智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这
副对联体现了古田人民在学习西方知识的时候也在学习我们
传统的文化。1920xx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在闽西的时候，把
和声小学就改为了曙光小学。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胜利召开，毛泽东
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会议总结了南昌
起义以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建设的丰富的经验，批判了红
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等各
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强调了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全党全军的重要性，重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原则。



进入红色木门，就是会议的场所了会议保持了当年的陈设，6
张学生座椅陈旧而整洁，会场的四根柱子上都标贴标语“中
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反对
逃跑主义”。主席台上有两张合在一起的长四方桌，背靠墙
上有个小黑板，上面是马克思和列宁像，在上面布置的是红
色会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靠外墙还挂着一
个欧式壁钟。

大家看看会场的周围，谁能回答上来看看? 这一片片的痕迹
的什么造成的?这是因为当年召开会议的时候是冬天，比较冷，
代表们就是一遍烤火一遍开会的，这些痕迹就是当年烤火留
下的。

大家随我向右边走，这间就是毛泽东当时的临时办公室。

会议的右侧有一个水井还有一口池塘，毛主席最喜欢在这里
散步思考问题，会议背后的那座山，人们亲切的称为主席山。

在当我们里毛主席的那个年代久远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的红军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好了今天的讲
解结束了。

龙岩古田旅游篇四

古田镇位于上杭县的西北部，与新罗、连城两县交界，地形
奇特，山清水秀，军事有利防守，当年龙岩同往古田，只有
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下个二十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古田会议会址的情况。古田会
议会址初建于1848年，红军第一次挺进闽西，根据《少年先
锋队队歌》又将和声小学改为曙光小学，而闻名中外的古田
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各位，我们的目的地到了，请大家带好随身贵重物品跟我下
车，我们的游览时间为2小时，现在是9点，11点我们将在这
里集中乘车参观下一个景点，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车牌号，车
是一辆蓝百相间的旅游中巴。

各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将要参观游览的地方，你们
看，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座落着一幢，庄严肃穆的祠堂，
后山坡上，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
个红色大字在绿荫的衬托下，闪闪发光，那就是著名的古田
会议会址。

在古田会议广场，左侧就是当年红军的阅兵场，场上设有司
令台，1930年元旦，在此召开了别开生面的军民联欢会，演
出结束后，朱德军长还给了每位演员两个铜板的压岁钱，在
往右看，那有一口饮水井和荷花池，这是当年毛泽东散步、
休息、思考问题的地方。古田会址大门横匾上书写着“北郭
风清”四个大字，大门两侧，刻着一幅对联：“学术放西欧
开笛子新智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字里行间透视
出祠堂主人，学习，开放，振兴的意识，体现了古田人民既
学习西洋文明又不放弃传统文化的办学思想。进入红漆木门，
就是当年古田会议会场旧址，你们看4跟圆柱上张贴着字纸标语
“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
义”，“反对逃跑主义”。大厅6列学生桌椅陈旧而整洁，左
边主席台上摆着两张四方桌和一排长凳，墙上架着一块黑板。
黑板上方中央挂着石印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再上方挂着红色
会标“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场下厅的三
合地板有好几处斑斑黑迹，这是当年古田会议召开期间，天
气寒冷，红军代表们衣裳单薄，代表们烤火取暖留下的痕迹.
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前辈没当年创业的艰苦，我们再看左右
两边的厢房，右侧的第一间是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室，房间陈
设极为简陋，只有一桌两凳。当年毛泽东同志就在这里批阅
文件，接见与会代表。左侧厢房第二间是朱德同志的临时办
公室。



下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古田会议召开的情况和主要功绩：

1920xx年12月28日至29日，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中国
共产党红军第四次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曙光小学召开。120多位
红军党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方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参加了
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并多次讲话，朱德同志作
了军事报告，陈毅同志传递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那么古田会议的主要功绩在于总结了中国红军建立两年多的
丰富经验，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从而奠定了
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我军同一切旧式军队划清界限而开
始成为一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它是我建党建军伟大的
历史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古田会议铸造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军魂。了中央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代
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
会议决议》。那么古田会议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总结了中国红
军建立两年多的丰富经验，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
想。从而奠定了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基础，使我军同一切旧式
军队划清界限而开始成为一支新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它是
我建党建军的一个里程碑。可以说古田会议铸造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军魂。

龙岩古田旅游篇五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司机李师傅，代表阳光旅
行社欢迎龙岩古田旅游观光!。。。我是阳光旅行社的导游员，
我姓黄，大家可以叫我小黄，很高兴认识大家，也很荣幸可
以成为大家的导游，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旅途中最为辛苦的司机李师傅。
李师傅已经有20xx年的驾车经验，由他行车，大家尽管放心。

首先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古田的地理位置和古田会议会址的
基本情况。



古田镇位于上杭县的西北部，与新罗、连城两县交界，地形
奇特，山清水秀，军事有利防守，当年龙岩同往古田，只有
一条崎岖的山路，上下个二十里，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

大家请看，在这片开阔的田野上，坐落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祠
堂，后山坡上，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古田会议永放光
芒”8个红色大字在绿荫的衬托下，闪闪发光，那就是著名的
古田会议会址。

古田会议会址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之一。

古田会议会址原是廖氏宗祠，又称万源祠，初建于1848年。
戊戌变法后，万源祠改为古田第一所小学————和声小
学。1920xx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挺进闽西、进驻古田开展土
地革命斗争时，根据《少年先锋队歌》歌词大意“曙光在前
头”，把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至今在会址的外墙上还
保留着红军宣传员刷写的标语“保护学校”，大家过来看看，
字写得不错吧!

大家抬头看大门横匾上写的是“北郭风清”四个大字，大门
两侧刻着一副对联“学术放西欧开笛子新智识，文章宗北郭
振先生旧家风”字里行间透视出祠堂主人，学习、开放、振
兴的意识，体现了古田人民既学习西洋文明又不放弃传统文
化的办学思想。

各位游客，大家随我一起跨进会址大门，院子很宽敞，用鹅
卵石堆砌而成。在进入这一道红色木门，显现在我们眼前的
就是古田会议会场旧址。你们看会场上有6列学生桌椅陈旧而
整洁，一半高一半低，因为当时的曙光小学是复式学校，高
低年级同在一个班上上课。会场中心4根圆柱上张贴着红军标语
“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
义”“反对冒险主义”。左边主席台上摆着两张四方桌和一



排长凳，桌上摆了一个大壶和两个小茶碗，靠墙架着一块黑
板，黑板上方中央排列着石印的马克思和列宁像。再加上布
置的是长条的红色会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
大会”。主席台靠外墙上还挂着一只欧式壁钟。

或许大家想不到，古田会议期间，天降大雪，把古田装点
得“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参加古田会议的代表们衣着单
薄，于是他们在会场中间烧起了几堆篝火，一边烤火取暖，
一边聆听毛主席作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三合土地板有
好几处斑斑黒迹，就是当年红军烤火留下的痕迹。

古田会议会址左侧厢房第一间是毛泽东的临时办公室。大会
期间，毛泽东就在这间只有一桌二凳是简陋房间办公，批阅
修改会议文件。接见与会代表，为代表们释疑解惑。

古田会议会址左侧有一块大草坪，这是红四军的阅兵场。阅
兵场西南端设有阅兵台，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在这里举
行了元旦迎新晚会。

会址右前侧还有一口井和一个池塘，因池塘生长着中午开花的
“午时莲”，所以又叫莲花池。毛泽东最喜欢在莲花池边散
步、休息和思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对这口池塘
记忆犹新。

而会址背后的远山，当地人亲切的称他为“主席山”，因其
酷似毛泽东仰卧的头像而得名，远远望去，那后梳的头发，
宽广的前额，高耸的鼻梁，饱满的下颌，无不惟妙惟肖，像
是伟人依旧在这里静静地思考、求索。

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片稻田就是20xx年心连心艺术团搭
台演出的场地。“心连心”艺术团演出时也有过这么一个有
趣的小故事。演出前一天，古田天气晴朗，可艺术团进入古
田的那天，仿佛是先辈们考验演员，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但演员任冒雨在会址前演出。但是，当毛泽东的特型演



员—————古月出场讲话的时候，天空即停止了下雨。演
出一结束，雨又下起来了。由于这场天气变故，当地老百姓
对古田会址的特殊感情得到进一步升华。关于古田会址和毛
泽东的种种“神话”，民间有多种传说。老百姓以朴素、直
观的感觉认为主席当年来过的地方是吉祥之地。

各位游客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我们的旅程到
这里也差不多算是基本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配
合，大家的热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希望我的服务
能够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还
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谅解，多提宝贵意见。最后祝大家一
路顺风，归途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