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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导游员是来山游客的向导，是井冈山景区的形象大使。
导游词是导游人员引导游客观光游览，与游客交流思想，推介、传播、宣传井冈山厚重历史文化、优
美生态景观及独特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堪称井冈山旅游的“第二风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井冈山导游词>>

书籍目录

引言  走进“天下第一山”  
第一章  茨坪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第三节  茨坪毛泽东旧居
  第四节  中共井冈山前委旧址
  第五节  中国红军第四军军部旧址
  第六节  中国红军第四军军械处旧址
  第七节  中国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旧址
  第八节  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旧址
  第九节  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公卖处旧址
  第十节  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红军烈士墓)
  第十一节  挹翠湖公园
  第十二节  南山公园
  第十三节  五马朝天(红军谷)
  第十四节  茨坪天街
  第十五节  兰花坪
  第十六节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第二章  黄洋界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黄洋界哨口
  第二节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
  第三节  黄洋界红军工事遗址
  第四节  黄洋界哨口营房旧址
  第五节  黄洋界红军挑粮小路
  第六节  黄洋界哨口荷树
  第七节  八面山哨口工事旧址
  第八节  双马石哨口工事旧址
  第九节  荆竹山雷打石革命旧址
  第十节  大井革命旧址群
  第十一节  上井红军造币厂旧址
  第十二节  百竹园
  第十三节  领袖峰
第三章  龙潭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龙潭和金狮面
  第二节  小井红军医院
  第三节  小井红军重伤病员殉难处
第四章  主峰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五指峰
  第二节  红军游击洞
  第三节  井冈湖
  第四节  水口
第五章  杜鹃山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红色桃花源
  第二节  杜鹃山山上景观
  第三节  井冈漂流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井冈山导游词>>

  第四节  朱砂冲哨口工事旧址
  第五节  黄坳毛泽东旧居
第六章  茅坪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旧址
  第二节  八角楼毛泽东旧居
  第三节  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
  第四节  湘赣边界前委和特委旧址(红军医院)
  第五节  茅坪红军烈士墓
  第六节  洋桥湖红四军军部旧址
  第七节  步云山红军练兵场
  第八节  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旧址
  第九节  象山庵
  第十节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旧址
  第十一节  龙目潭瀑布
  第十二节  大陇红色圩场
  第十三节  红军被服厂旧址
第七章  龙市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第二节  龙江书院
  第三节  井冈山根据地烈士陵园
  第四节  井冈山会师纪念碑
  第五节  红四军会师广场
  第六节  古城会议旧址
第八章  桐木岭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桐木岭红军哨口工事旧址
  第二节  石燕洞
  第三节  石姬与石姬茶缘
  第四节  罗浮
第九章  鹅岭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玉鹅耸翠
  第二节  新城战斗旧址
  第三节  柏路会议旧址
第十章  仙口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牛头冲
  第二节  热水洲温泉
  第三节  仙口小三峡(仙口峡、观音峡、温泉峡)
第十一章  湘洲景区导游词
  第一节  严岭嶂
  第二节  湘洲人家
第十二章  井冈山乡村游及红色艺术推介词
  第一节  井冈山乡村游推介词
  第二节  井冈山红色文化艺术推介词
第十三章  井冈山根据地的红色珍闻
第十四章  井冈山自然保护区珍稀动植物、特产推介词
  第一节  井冈山自然博物馆
  第二节  井冈山珍贵野生动物
  第三节  井冈山珍稀植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井冈山导游词>>

  第四节  井冈特产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井冈山导游词>>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毛泽东“上山”思想的产生 中国各地爆发武装起义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
动统治，因此革命力量在任何一地举行的起义，都会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利用军阀间的矛盾
，坚持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毛泽东就是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最早注意农民运动是在1923年4月，指导成立了湘南的第一个农会——岳北农民会。
1925年5月，毛泽东在韶山开始直接从事农民运动，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解决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革命对象等
重要问题。
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考察的基础上，写下《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一文，同年3月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指出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
装的重要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理论。
他深刻地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
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在大革命失败前，毛泽东面对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多次提出了“上山”坚持革命的设想。
“马日事变”以后，湖南同志会聚在武昌都督堤毛泽东住所，问毛泽东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第一次提出了“上山”思想。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提到这一史实：“毛泽东自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
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
” 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
到与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强调“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月2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农民部发出通告提出：“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率先发言，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
8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明确提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
民的旗子”。
最早提出公开打出共产党旗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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