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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
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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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盘山导游词100字篇一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隆德一侧六盘山主峰之上。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为纪念红军长征翻越
六盘山及长征胜利70周年而建的红色旅游景点。纪念馆于20xx年9月18日落成，总投资4000多万元
，整体建筑由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亭、吟诗台五部分组成。其中纪念馆面积2159平
方米，由“红军不怕远征难”、“红旗漫卷西风”、“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四
部分组成。前三部分用96桢红军时期的照片、20幅图表和81件实物(其中15份复制的电文)再现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次经过六盘山区时的斗争历史：“不到长城非好汉”部分用115幅照片再现
了六盘儿女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建设家园的巨大变化。

纪念碑坐落在纪念馆顶部海拔2832米、面积为4900平方米的平台上，高26。8米，长18米，宽4.5
米，正面为提写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名，东西两侧分别上毛泽东手写的著名诗篇《七
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

纪念广场占地10000平方米，门口两组群雕再现回汉人民迎红军和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壮观场面：
纪念广场的迎壁墙由三面红军军旗构成，高12米，长60米，上面镌刻着题写的“长征精神永放光
芒”几个大字;纪念亭和吟诗台坐落在纪念观对面的山峰上，使整个景区气势恢宏、壮观。六盘
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距固原市城区50公里，距隆德县城17公里，312国道、省道101线银(川)平(凉)
公路从山下通过。

六盘关寨在县城东20里六盘山上，与固原县分界。东汉时牛邯寨瓦亭凭恃六盘关寨为屏障。唐设
六盘关为原州七关之一，即所谓“扼九寨咽喉，七关襟带”，元宗时破吐蕃於此。宋韩琦经营边
事，置六盘关寨戍守。无太祖建避暑楼驻跸，旧有牌坊曰“陇干锁钥”。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
899年)潘龄皋知隆德时，题闻“峰高华岳三千丈，险据秦关百二重”。《武经总要》：东至木波
20里，西至神林堡40里，南至杜堡30里，北至瓦亭20里。六盘关寨，其址当在小水沟。

六盘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屯垦之所。公元前220xx年秦始皇逾陇山至北地郡，西望祖历。汉
武帝6次钦统领六军驻跸六盘山，唐太宗过陇山至西瓦亭(西吉)欢马政。清道光年间林则徐流放
新疆翻越六盘。蒙古主成吉思汗曾避暑六盘山。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曾留下著作词章《清平乐�六
盘山》。隋、唐、元、明、清历代都在六盘山屯垦养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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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气候清爽，夏天温度15℃左右，忽必烈曾建避暑楼，是绝妙避暑圣地。

六盘山人民纯朴敦厚，古风犹存。六盘山下杨家店正建造民俗村。民俗村小桥流水，阡陌连横，
牛耕于田，鸡鸣于道，茅舍土屋，吹烟袅袅，石碾、石臼、水磨、油坊、木犁、木耧、木车、木
桶、瓦盆、瓦瓮、草帽竹笠、毡祯蓑衣、八耳麻鞋、乡枕麻帐、火炕草席、甲马云子、“粗”茶
“淡”饭、，意在传承，民族民俗文化，抢救民间艺术珍奇。村房建民俗展览室，陈列民间工艺
美术品、剪纸、字画、塑雕。表现隆德丰厚的文化底蕴。

六盘山导游词100字篇二

六盘山是西北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基地和风景名胜区，山峦险峻，森林茂密、流泉飞瀑、气候舒爽
，是西北重要的“绿岛”和“湿岛”。有丰富的动物和昆虫资源。有金钱豹、林麝、金雕、红腹
锦鸡国家珍稀动物30多种。六盘关寨、民俗村、长征纪念馆等景点。是旅游、休闲度假、探险、
漂流、科考的理想之地。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隆德一侧六盘山主峰之上。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为纪念红军长征翻越
六盘山及长征胜利70周年而建的红色旅游景点。纪念馆于20xx年9月18日落成，总投资4000多万元
，整体建筑由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亭、吟诗台五部分组成。其中纪念馆面积2159平
方米，由“红军不怕远征难”、“红旗漫卷西风”、“三军过后尽开颜”“不到长城非好汉”四
部分组成。前三部分用96桢红军时期的照片、20幅图表和81件实物(其中15份复制的电文)再现了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次经过六盘山区时的斗争历史：“不到长城非好汉”部分用115幅照片再现
了六盘儿女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建设家园的巨大变化。

纪念碑坐落在纪念馆顶部海拔2832米、面积为4900平方米的平台上，高26。8米，长18米，宽4.5
米，正面为提写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名，东西两侧分别上毛泽东手写的著名诗篇《七
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

纪念广场占地10000平方米，门口两组群雕再现回汉人民迎红军和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壮观场面：
纪念广场的迎壁墙由三面红军军旗构成，高12米，长60米，上面镌刻着题写的“长征精神永放光
芒”几个大字;纪念亭和吟诗台坐落在纪念观对面的山峰上，使整个景区气势恢宏、壮观。六盘
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距固原市城区50公里，距隆德县城17公里，312国道、省道101线银(川)平(凉)
公路从山下通过。

六盘关寨在县城东20里六盘山上，与固原县分界。东汉时牛邯寨瓦亭凭恃六盘关寨为屏障。唐设
六盘关为原州七关之一，即所谓“扼九寨咽喉，七关襟带”，元宗时破吐蕃於此。宋韩琦经营边
事，置六盘关寨戍守。无太祖建避暑楼驻跸，旧有牌坊曰“陇干锁钥”。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
899年)潘龄皋知隆德时，题闻“峰高华岳三千丈，险据秦关百二重”。《武经总要》：东至木波
20里，西至神林堡40里，南至杜堡30里，北至瓦亭20里。六盘关寨，其址当在小水沟。

六盘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屯垦之所。公元前220xx年秦始皇逾陇山至北地郡，西望祖历。汉
武帝6次钦统领六军驻跸六盘山，唐太宗过陇山至西瓦亭(西吉)欢马政。清道光年间林则徐流放
新疆翻越六盘。蒙古主成吉思汗曾避暑六盘山。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曾留下著作词章《清平乐�六
盘山》。隋、唐、元、明、清历代都在六盘山屯垦养马。

六盘山气候清爽，夏天温度15℃左右，忽必烈曾建避暑楼，是绝妙避暑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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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人民纯朴敦厚，古风犹存。六盘山下杨家店正建造民俗村。民俗村小桥流水，阡陌连横，
牛耕于田，鸡鸣于道，茅舍土屋，吹烟袅袅，石碾、石臼、水磨、油坊、木犁、木耧、木车、木
桶、瓦盆、瓦瓮、草帽竹笠、毡祯蓑衣、八耳麻鞋、乡枕麻帐、火炕草席、甲马云子、“粗”茶
“淡”饭、，意在传承，民族民俗文化，抢救民间艺术珍奇。村房建民俗展览室，陈列民间工艺
美术品、剪纸、字画、塑雕。表现隆德丰厚的文化底蕴。

六盘山导游词100字篇三

六盘山是西南首要的水源修养林基地以及光景名胜区，山峦险峻，丛林茂密、流泉飞瀑、气候舒
爽，是西南首要的“绿岛”以及“湿岛”。有歉富的植物以及昆虫资源。有金钱豹、林麝、金雕
、红腹锦鸡国家珍稀植物30多种。六盘闭寨、”"民雅”"村、长征纪念馆等景点。是旅游、戚闲
度假、探险、漂流、科考的理想之地。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隆德一侧六盘山主峰之上。是自乱区党委、政府为纪念红军长征翻越
六盘山及长征胜利70周年而修的红色旅游景点。纪念馆于20xx年9月18日落成，总投资4000多万元
，整体修建由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亭、吟诗台五全数组成。此中纪念馆面积2159仄
方米，由“红军没有怕远征难”、“红旗漫卷西风”、“齐军预先尽合颜”“没有到长乡非好汉
”四全数组成。前三全数用96桢红军时期的照片、20幅图表以及81件什物(此中15份复造的电文)
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次经过六盘山区时的斗争”"汗青”"：“没有到长乡非好汉”全数用
115幅照片再现了六盘女儿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修设家园的伟大厘革。

纪念碑坐落在纪念馆顶部海拔2832米、面积为4900仄方米的仄台上，高26。8米，长18米，严4.5
米，正面为提写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名，器材二侧星散上毛泽东手写的著名诗篇《七
律.长征》以及《清仄乐.六盘山》：

纪念广场占地10000仄方米，门心二组群雕再现回汉百姓迎红军以及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壮观场面
：纪念广场的迎壁墙由三面红军军旗构成，高12米，长60米，下面镌刻着同道题写的“长征精神
永放光线”几个大字;纪念亭以及吟诗台坐落在纪念观当面的山峰上，使整个景区气势恢宏、壮
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距固本市乡区50千米，距隆德县乡17千米，312国叙、省叙101线银(川
)仄(凉)公路从山下通过。

六盘闭寨在县乡东20里六盘山上，与固本县分界。东汉时牛邯寨瓦亭凭恃六盘闭寨为屏障。唐设
六盘闭为本州七闭之一，即所谓“扼九寨咽喉，七闭襟带”，元宗时破吐蕃於此。宋韩琦经营边
事，置六盘闭寨戍守。无太祖修避暑楼驻跸，旧有牌坊曰“陇干锁钥”。清光绪两十五年(公元1
899年)潘龄皋知隆德时，题闻“峰高华岳三千丈，险据秦闭百双重”。《武经总要》：东至木波
20里，西至神林堡40里，北至杜堡30里，南至瓦亭20里。六盘闭寨，其址当在小水沟。

六盘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广东导游词，历代屯垦之所。公元前220xx年秦始皇逾陇山至南地郡，
西望祖历。汉武帝6次钦统领六军驻跸六盘山，唐太宗过陇山至西瓦亭(西凶)欢马政。清叙光年
间林则徐流放新疆翻越六盘。蒙今主成凶思汗曾避暑六盘山。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曾留下著做词章
《清仄乐�六盘山》。隋、唐、元、亮、清历代都在六盘山屯垦养马。

六盘山气候清爽，夏天温度15℃右左，忽必烈曾修避暑楼，是绝妙避暑圣地。

六盘山百姓纯朴敦薄，今风犹存。六盘山下杨家店正修制民雅村。民雅村小桥流水，阡陌连横，
牛耕于田，鸡鸣于叙，茅舍土屋，吹烟袅袅，石碾、石臼、水磨、油坊、木犁、木耧、木车、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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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瓦盆、瓦瓮、凉帽竹笠、毡祯蓑衣、八耳麻鞋、城枕麻帐、火炕草席、甲马云子、“粗”茶
“淡”饭、，意在传承，民族”"民雅文化”"，抢救民间艺术珍偶。村房修民雅展览室，陈列民
间工艺”"美术”"品、剪纸、书画、塑雕。体现隆德歉薄的文化底蕴。

六盘山导游词100字篇四

六盘山是西南首要的水源修养林基地以及光景名胜区，山峦险峻，丛林茂密、流泉飞瀑、气候舒
爽，是西南首要的“绿岛”以及“湿岛”。有歉富的植物以及昆虫资源。有金钱豹、林麝、金雕
、红腹锦鸡国家珍稀植物30多种。六盘闭寨、”"民雅”"村、长征纪念馆等景点。是旅游、戚闲
度假、探险、漂流、科考的理想之地。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隆德一侧六盘山主峰之上。是自乱区党委、政府为纪念红军长征翻越
六盘山及长征胜利70周年而修的红色旅游景点。纪念馆于20xx年9月18日落成，总投资4000多万元
，整体修建由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纪念亭、吟诗台五全数组成。此中纪念馆面积2159仄
方米，由“红军没有怕远征难”、“红旗漫卷西风”、“齐军预先尽合颜”“没有到长乡非好汉
”四全数组成。前三全数用96桢红军时期的照片、20幅图表以及81件什物(此中15份复造的电文)
再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次经过六盘山区时的斗争”"汗青”"：“没有到长乡非好汉”全数用
115幅照片再现了六盘女儿在长征精神的鼓舞下修设家园的伟大厘革。

纪念碑坐落在纪念馆顶部海拔2832米、面积为4900仄方米的仄台上，高26。8米，长18米，严4.5
米，正面为提写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名，器材二侧星散上毛泽东手写的著名诗篇《七
律.长征》以及《清仄乐.六盘山》：

纪念广场占地10000仄方米，门心二组群雕再现回汉百姓迎红军以及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壮观场面
：纪念广场的迎壁墙由三面红军军旗构成，高12米，长60米，下面镌刻着同道题写的“长征精神
永放光线”几个大字;纪念亭以及吟诗台坐落在纪念观当面的山峰上，使整个景区气势恢宏、壮
观。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距固本市乡区50千米，距隆德县乡17千米，312国叙、省叙101线银(川
)仄(凉)公路从山下通过。

六盘闭寨在县乡东20里六盘山上，与固本县分界。东汉时牛邯寨瓦亭凭恃六盘闭寨为屏障。唐设
六盘闭为本州七闭之一，即所谓“扼九寨咽喉，七闭襟带”，元宗时破吐蕃於此。宋韩琦经营边
事，置六盘闭寨戍守。无太祖修避暑楼驻跸，旧有牌坊曰“陇干锁钥”。清光绪两十五年(公元1
899年)潘龄皋知隆德时，题闻“峰高华岳三千丈，险据秦闭百双重”。《武经总要》：东至木波
20里，西至神林堡40里，北至杜堡30里，南至瓦亭20里。六盘闭寨，其址当在小水沟。

六盘山是兵家必争之地，广东导游词，历代屯垦之所。公元前220xx年秦始皇逾陇山至南地郡，
西望祖历。汉武帝6次钦统领六军驻跸六盘山，唐太宗过陇山至西瓦亭(西凶)欢马政。清叙光年
间林则徐流放新疆翻越六盘。蒙今主成凶思汗曾避暑六盘山。毛泽东翻越六盘山曾留下著做词章
《清仄乐�六盘山》。隋、唐、元、亮、清历代都在六盘山屯垦养马。

六盘山气候清爽，夏天温度15℃右左，忽必烈曾修避暑楼，是绝妙避暑圣地。

六盘山百姓纯朴敦薄，今风犹存。六盘山下杨家店正修制民雅村。民雅村小桥流水，阡陌连横，
牛耕于田，鸡鸣于叙，茅舍土屋，吹烟袅袅，石碾、石臼、水磨、油坊、木犁、木耧、木车、木
桶、瓦盆、瓦瓮、凉帽竹笠、毡祯蓑衣、八耳麻鞋、城枕麻帐、火炕草席、甲马云子、“粗”茶
“淡”饭、，意在传承，民族”"民雅文化”"，抢救民间艺术珍偶。村房修民雅展览室，陈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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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艺”"美术”"品、剪纸、书画、塑雕。体现隆德歉薄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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