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9日，泰山脚下，红门
管理区迎来了到此交流学习的
东岳国旅导游班 22 名学员，管
理区副区长宗世强带领管理区
新入职的职工共同参与了本次
活动。冬日的泰山，虽少了些
夏日的喧嚣与翠绿，却多了几
分 静 谧 与 庄 严 ， 山 间 薄 雾 缭
绕，为古老的山脉披上了一层
神秘的面纱。

当日 8 时，参加活动人员满
怀期待，在关帝庙前等待。双方
一见面，宗世强简短地介绍了当
天的行程安排和注意事项后，我
便跟随大家沿着古老的登山石
阶，踏上了探索泰山的征途。

活动从关帝庙开始，边走
边访庙、边走边读碑，登山起

始，宗世强首先介绍了管理区
工作情况，经过几代管理人接
续努力，景区由一个相对陈旧
的老风景区，逐渐成为全国首
批 5A 级旅游景区。他重点讲了
2017 年 前 后 ， 为 保 护 文 物 古
建，火池外移、禁烧高香至全
面取消火源的管理经过，这些
对我产生了深深的触动。随后
结合沿途景点，宗世强介绍了
相关的碑刻、古建、人文历史
等，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
古代之门，每一步都像踏在了
历史的节点上，而讲解者就像
是 一 位 穿 越 时 空 而 来 的 向
导，将景点串联，讲述一个又
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让
我深陷其中，久久回味。

过程中，我边走边学，不仅
欣赏到了沿途历史悠久的道观
庙宇、书法俊秀的碑刻、趣味十

足的碑文和苍劲挺拔的古柏，也
化身小导游为大家讲解了一天
门、孔子登临处石坊、山轿示
禁碑以及两任山东巡抚修盘路
碑的历史故事。通过实地讲解
和互动讨论，我更深入地了解
了泰山的历史文化、自然景观
的地位和价值，真是不虚此行。

行至经石峪，阳光透过云
层，洒在崎岖的山路上，为寒
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温暖。在
这片被历史雕琢、被自然呵护
的圣地，我们稍作休息，附近
的一位工作人员为我们每人都
倒了一杯茶香四溢的热水，手
捧热茶，周身的寒意立即被驱
散。讲解完经石峪大字金刚经
的历史后，宗世强对东岳国旅
的 导 游 说 ：“ 泰 山 不 是 网 红
山，而是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
化 底 蕴 的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家

园，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封禅圣
地 ， 引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吟 咏 抒
怀，泰山的地位，不在于它的
高度，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力
量 和 精 神 信 仰 。 作 为 一 名 导
游，你们的每一句话、每一次
讲解，都是对泰山历史与文化
的宣传。恳请诸位，为正面宣
讲泰山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 为 一 名 新 入 职 的 员
工，通过这次交流学习，我不
仅提升了文化素养，还开阔了
视野，拓宽了知识面，更重要
的是对泰山的人文历史有了更
加 深 刻 的 理 解 ， 带 着 这 份 收
获，未来我会更加深入学习泰
山文化，虚心向泰山景区老职
工、老前辈学习，为当好泰山
资源的保护者、泰山游客的服
务员、泰山文化的传承人奉献
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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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小东） 近
日，山东对台交流基地讲解员
大 赛 在 枣 庄 市 台 儿 庄 古 城 举
办。泰山景区讲解员郭未来代
表 泰 山 海 峡 两 岸 交 流 基 地 参
赛，荣获一等奖。

据了解，21 名选手分别代
表全省7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
基地和 14 个山东省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参加了本次大赛。经过
激烈角逐，大赛共评出一等奖4
名 、 二 等 奖 5 名 、 三 等 奖 6
名、优秀奖6名。

赛前，泰山景区专门组织

20 名 35 岁以下的青年讲解员参
加选拔赛，进一步加深讲解员
对泰山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工作
的了解和认识，达到“以赛促
学 ”的 目 的 。大 赛 上 ，郭 未 来
以《乡 愁 归 处·山 海 不 远》为
题，用深厚的情感讲述了泰山与
台湾之间文化、商贸、旅游等多
方面的交流，通过精湛的专业水
平和丰富的知识储备为现场观
众展现了泰山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在泰台两地交流中的绝美风
采，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同。

近年来，泰山景区以泰山
文化为媒介，搭建起两岸“连
心桥”，推动两岸文化深度交
融，充分展现了泰山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的责任和担当。

泰山景区讲解员获省级赛事一等奖

努力学习泰山文化
在交流之旅中不断成长
□陈炳卓

陈炳卓介绍泰山碑刻。 通讯员供图

郭未来在比赛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