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缙云概况导游词 缙云导游词介
绍(汇总8篇)

奋斗是一种战胜自己的勇气，它能够让人变得更加强大和坚
韧。在奋斗中，我们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为之努力
奋斗。小编为大家收集了一些关于奋斗的书籍和资料推荐，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奋斗的精神。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一

缙云烧饼真是好吃呀想必很多人都听小虎演唱的缙云烧饼吧！
别看烧饼小，其实做起来可费周折了，首先要加点醋、和面，
再取一小团面团然后揉面一个小圆圈，把它压一压接着放上
干菜和肉，用五指把薄片四周一收就又变回圆形的了，然后
再压一压，最后把烧饼放进烧饼桶里在耐心的等三四分钟就
好了，拿到烧饼你可别马上吃，要先放到盘子上看饼姿，再
闻一闻。

如果你到缙云看到了烧饼店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
买一个亲口尝一尝保证你吃了一个还想再吃，真是耳听是虚，
眼见为实呀！名师点评：我们的小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
缙云烧饼，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制作缙云烧饼的过程——“首
先要加点醋、和面，再取一小团面团然后揉面一个小圆圈，
把它压一压接着放上干菜和肉，用五指把薄片四周一收就又
变回圆形的了”......这一系列叙述，不仅有条有理地描绘
了制作缙云烧饼的.过程，同时也突出了这缙云烧饼好吃的原
因。

文章叙述流畅，表达清楚。突出了缙云烧饼的好吃，看了文
章，真想尝尝这味道呢！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二

仙水洞，傍依鼎湖峰，洞口面溪，形如古镜，古又称“镜
岩”。有泉水从洞中石缝里渗出，注于小方池中，大旱不枯
竭，梅雨不溢出，水质清淳甘凉，久蓄不腐，相传轩辕黄帝
曾用此水炼丹。饮之，能健身美容，延年益寿，故名仙水，
唐代著名道士周景复饮此水80余年而仙化，唐诗人皮日休与
陆龟蒙有诗为证。我们来看投资者为他们的诗所立的石碑。
我们从仙水洞内往北50米，看步虚山下面有几条东西走向依
山而生的岩沟，如车轮压碾痕迹，传说这是黄帝乘龙车登步
虚山的辙迹，叫“轩辕辙迹”。

黄帝祠宇：前面这座宏伟的建筑，就是黄帝祠宇，它的前身
叫缙云堂，建于东晋，作为天下百姓祭祀黄帝的场所。唐天
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听说缙云山是黄帝觞百神聚四海神仙
的地方，就下旨改称缙云山为仙都山、缙云堂为黄帝祠宇，
并由李白的从叔李阳冰(缙云县令、小篆书法家)撰额“黄帝
祠宇”。我们看，现在这块匾额就是根据李阳冰的手迹所制，
其真迹石碑保存在县博物馆。宋代，朝廷崇道，下旨改
为“玉虚宫”并进行扩建，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全国道教活
动中心之一。道教典籍称仙都为玄都祈仙洞天，属三十六小
洞天之二十九。但是，遗憾的是，到明末时，玉虚宫毁于战
火。现在我们看到的黄帝祠宇大殿是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设计、东阳横店古典园林建筑公司承建的仿唐建筑群，
它与陕西黄陵遥相呼应，成为“北陵南祠”的格局，是中国
南方祭祀朝拜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重要场所。接下去，
请大家先进入主殿，朝拜一下我们的始祖黄帝，然后再参观
殿内的匾额、楹联、壁画及黄帝史迹展览馆，感受一下黄帝
文化的氛围，更多地了解缙云仙都黄帝文化的内涵。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三

我的老家在缙云，那里有一个4a级景区：仙都风景区。



我很喜欢去这里玩，山上有小溪，小溪水里有石板，山下有
一条叫“好溪”有河，景区里有庙，有丁字桥。丁字桥边有
好多鱼，我常在丁字桥边上捡石头砸鱼。我有爷爷教我一个
技巧：让石头在水面上飞！就是捡薄薄的石头，平平地扔出
去，那块石头就会在水面上飞一段距离再落入水中。

景区里有一根石笋，这根石笋就是景区里比较奇特的景点了。
就是一根长得象竹笋的大石头。记得有一年，一场盛大的攀
爬比赛在石笋上举行过。

如果去的是缙云人，或是熟人，可以免费进入哦。

缙云真是一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样样齐全，风景真好啊！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四

缙云山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古名巴山。
是7000万年前“燕山运动”造就的“背斜”山岭。山间白云
缭绕，似雾非雾，似烟非烟，磅礴郁积，气象万千。早晚霞
云，姹紫嫣红，五彩缤纷。古人称“赤多白少”为“缙”，
故名缙云山。

缙云山与嘉陵江小三峡、合川钓鱼城一并被定为国家级自然
风景名胜区。缙云山总占地面积76平方千米，海拔350
米—951米。缙云山景色宜人，植物资源丰富，素有北有缙云、
南有石笋之美誉。

12月17日住建部公布执法检查结果，缙云山风景名胜区为不
达标等级，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1]。

12月11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重庆缙云山风景名胜区纳入濒
危名单，并给予黄牌警告;住建部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重点督
办。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五

鼎湖峰，是仙都风景名胜区的核心，高170.8米，底面积2468
平方米，顶部面积710平方米，面临好溪，拔地而起，孤高屹
立，直插云霄，誉为“天下第一峰”、“天下第一
石”、“天下第一笋”。更奇的是在这峰顶上还有一个小湖，
湖里的水一年四季不竭。相传，这就是轩辕黄帝在此铸鼎炼
丹，然后跨龙升天而去的地方，这湖就是被鼎所压塌而成，
故称“鼎湖”。唐白居易用“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
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的诗句来描绘
这天下奇观。大家看，鼎湖峰右侧有一小石笋、高40.7米，
小而尖，与鼎峰峰一大一小相映生辉，像依偎在成人身旁的
童子，叫童子峰，传说这就是黄帝的儿子小昊化成的，他办
完父亲交待的事，也就是把父亲炼成的金丹埋在昆仑山下，
帝位传给黄帝之孙昌意后，毅然回到缙云山中，永远和当地
的老百姓在一起。我们再到鼎湖峰脚下看，这一根根长得如
针，颜色翠绿的草就是龙须草，当地人把龙须草织成草席，叫
“龙须席”，这龙须席具有冬暖夏凉、安神养性、并能防治
皮肤病等特点。其实，它的药理作用还很多，大家不妨在明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去找一找。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六

缙云山雄峙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是七千万年前“燕山运
动”造就的“背斜”山岭，古名巴山。山间白云缭绕，似雾
非雾，似烟非烟，磅礴郁积，气象万千。早晚霞云，姹紫嫣
红，五彩缤纷。古人称“赤多白少为缙”，故名缙云山。

缙云山是四川境内的佛教胜地之一，原有寺庙十多座，现存
缙云寺、温泉寺。缙云寺坐落在“狮子”、“聚云”两峰之
前，背依峻岭，前临幽谷，四周古木参天，翠竹成林，是一
座雄伟壮观的深山古寺。它始建于南朝宋景平元年(423年)，
历代修葺扩建;盛极于宋，明末毁于兵火。现存庙宇是清康熙
二十二年(1683年)重修。山上还有很多六朝和宋、明、清时



代的古建筑和历史文物。1930年，佛门长者太虚上人得到川
督刘湘的支持，在缙云寺内创办了“汉藏教理院”。次年正
式定名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由大虚上人任院长，
并从拉萨、康定等延请罗桑呼克图、满智、超一等来此主教。
一时“喇嘛来渝者，前后络绎不绝……”缙云山因此成为当
时宏扬佛学的净土，而获得“小峨眉”美称。

“山如碧玉水如黛，云在青大月在松”，它雄峙于嘉陵江小
三峡之温汤峡之西岸，与北温泉相邻，山上奇峰耸翠、林海
苍茫、古木参大、古刹林立，集雄、险、奇、幽于一身，素
有川东小峨嵋之称，为全国首批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
绪云山风景秀丽、名胜古迹众多。缙云山从北到南有朝日峰、
香炉峰、狮子峰、聚云峰、猿啸峰、莲花峰、宝塔峰、玉尖
峰和夕照峰等九峰。其中玉尖峰最高，海拔1050米;狮子峰最
险峻壮观，其余各峰亦各具风姿。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七

重庆与武汉、南京齐名，并称长江边的三座火城，每年夏季
酷暑难当。令人望而生畏。位于重庆市北的缙云山，九峰挺
立，雄秀不凡，因山高林密，云浓雾重，常温比市区约低5-7
度，满山苍翠，清雅怡人，是重庆著名的避暑胜地。此外，
这里还特产极具地方特色的缙云甜茶。

与嘉陵江小三峡、合川钓鱼城一并被定为国家级自然风景名
胜区，位于北碚境内，距渝中区约60公里。是七千万年
前“燕山运动”造就的“背斜”山岭，古名巴山。海拔900多
米，最高处1030米。景区之内现有狮子、香炉、日照、猿啸、
夕照、莲花、玉尖、宝塔、聚云九峰。其中玉尖峰最高，海
拔1050米;狮子峰最险峻壮观，其余各峰亦各具丰姿。狮子峰
是缙云山的主峰，峰顶狭窄，在一块比较平坦的岩石上，用
铁栏杆围起一个览胜台。在这里往下看，是悬崖峭壁;往远处
看，是峰峦起伏;山脚下，嘉陵江在缓缓流过。在狮子峰观日
出、赏云海，其壮丽不让东岳泰山。缙云山有两万多亩森林，



生长着1700多种亚热带植物，是四川著名的植物宝库和森林
公园。其中有猴欢喜、无刺冠梨、缙云琼楠、伯乐树、银杏、
红豆和飞蛾树等珍稀植物。山中还有世界罕见的活化石
树——水杉，此树是1.6亿年前即存在的古生物物种。

雄峙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是七千万年前“燕山运动”造
就的“背斜”山岭，古名巴山。山间白云缭绕，似雾非雾，
似烟非烟，磅礴郁积，气象万千。早晚霞云，姹紫嫣红，五
彩缤纷。古人称“赤多白少为缙”，故名缙云山。缙云山与
嘉陵江小三峡、合川钓鱼城一并被定为国家级自然风景名胜
区。

缙云概况导游词篇八

我国有许多传统文化，如：春节贴春联，舞龙，吃汤圆，元
宵灯会……今天我要写的就是缙云烧饼。

我爷爷家是缙云的，那里最有名的就是缙云烧饼了，每次我
回去爷爷都会买给我吃。烧饼圆圆的，扁扁的，大小跟最小
尺寸的披萨那么大。它的表面是金黄金黄的，上面有可能会
有几粒黑芝麻；它的反面有点烤焦的咖啡色。一口咬下去，
就能吃到里面的馅，是梅干菜加五花肉，香喷喷的，热乎乎
的，吃了第一口就让人停不下来。

这么好吃的烧饼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要有一个特别的
饼筒，里面是用陶土做的炉芯，肚子大，口子小，底部用木
炭烘烤，然后，用和好的面裹好梅干菜肉，压成饼的形状，
表面涂上糖油，洒上一点芝麻；接着，把洒了芝麻的这一面
放到手掌上，并在反面粘点水，迅速地把它摊进已经烘热炉
壁里；最后，大约烤了四五分钟，等表面金黄了，有点鼓出
来，用饼钳把它夹出来，新鲜的烧饼出炉了。

缙云烧饼有一个传说故事，就让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吧：传说
缙云烧饼的手艺是从轩辕皇帝那里学来的。轩辕氏又称缙云



氏，当年在缙云仙都鼎湖峰，点炉火，炼仙丹，肚子饿了，
就揉一团面贴在炉壁上烤，香飘四野。后来，仙丹炼成了，
轩辕皇帝升天成仙，当地老百姓用皇帝剩下的仙炉学着他的
方法烧饼，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缙云烧饼。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吃美食，相信这个传统小吃也会
越来越流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