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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河河淤淤泥泥上上的的龙龙王王崖崖

“导”自我人生“游”生活之乐
平日，我做导游，是在引

领别人的旅途；其实，回顾一
年多的导游生涯，我也在引导
自己的人生。导游职业对我来
说，就是“自编自导，乐在心
中”。

导游这个职业带给我的
最大改变，就是游客帮我改掉
了一些坏脾气。从小到大，我
一直很顺利，从未受过半点委
屈。但从事导游行业后，碰上
被尊为上帝、有时却不那么讲
道理的少数游客，我只能强忍
着委屈，不让眼泪流出来。慢
慢的，我发现自己变了，我已
经能用灿烂的笑脸、真挚的服
务，让挑剔的游客无错可挑。

没有足够的毅力，就别做
导游。我喜欢导游这个职业，
也正是这个职业让我明白了，
逃避没有用，必须面对难题，
耐心解决。有了这个想法，面

对不同地区的客人，我开始学
着察言观色，采取不同的沟通
技巧，在带团过程中“投其所
好”。这个小窍门让我的导游
生活开始顺手起来。

在带团过程中，说不累那
都是假的，虽然辛苦，但最后
看到自己的辛苦能带给客人
美好的回忆，甜蜜的笑容，心
里的成就感也会油然而生。当
付出是值得的，那点辛苦根本
不算什么。

经常会想起自己第一次
带团，当时经验不足，所以有
很多做不好的地方，有些事做
起来比较乱，想到什么就做什
么，没有条理。而且面对客人
会很无措，总是打退堂鼓。想
要做到最好，让客人们满意，
但是有劲却不知该往哪用。现
在，可以说自己经验要比以前
多了，做起工作也更加有劲也

更有了动力。不过，我知道努
力还是要继续的，这是个做到
老学到老的工作，仍需要付出
更多的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
水平。

随着接触的游客不断增
加，我又开始感到一股莫名的
压力，经常面对游客的提问哑
口无言。有一天，我无意中在
网上看到一种说法：导游分两
种，服务型和知识型。前者是
初级阶段，后者才是真正的导
游。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把
太多精力放在如何与客人沟
通上了，还只是停留在导游的
初级阶段。知识的丰富，让我
在带团时体会到一种从未有
过的踏实，我不再提心吊胆客
人提到的知识自己从未涉猎，
带团中与游客互动也更多、更
自如了。

接触不一样的客人，会丰

富我的人生；不断发现的不
足，会逼着自己不断提升。导
游这个职业教给我很多生活
的道理。

康辉旅行社导游张翠提供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整理

导游故事

百鸟齐翔黄河岛

“96只美丽的白天鹅栖息在黄河
岛景区湿地的水面上，太漂亮了！”不
少游客惊叹地说，这还是第一次，近距
离地见到百只天鹅齐飞翔，场面太壮
观了。在深秋季节，黄河岛景区大片的
芦苇、“红地毯”点缀于岛四周，色彩层
峦迭加，俨如一幅淡淡的国画。景区独
特、和谐的自然环境也成为北方鸟类
越冬栖息的首选，其中有白天鹅、白头
鹤、灰鹤等珍贵野生鸟类多达40余种。
鸟类栖戏于岛上，游客漫步观海栈道，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虽说
是旅游淡季，黄河岛依旧迎来了各方
客人。

本报通讯员 杨健 杜秀峰 范
海霞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影报道

残荷，芦苇，黄河水；落日，余晖，
巷道边。深秋十月，沿着迂回的土路，
穿行在行行草木中，风微凉，裹狭着
安详宁静的气息迎面扑来，仿佛置身
于悠然南山下。带着对古村的问号，
记者来到了位于滨城区梁才街道办
事处东南角的龙王崖村，寻找这座在
黄河滩淤泥地上建起的古村乡韵。

沿着黄河大堤，来到龙王崖村时
已经下午3点，在深秋，这个时间的太
阳正逐渐划落西边，已经被高高的树
梢挡住，阳光穿过树缝染得地面金黄
金黄的。进村是一条上坡路，整齐划
一的房屋，平整的石灰街道，这里是
龙王崖的新村。建设新农村，许多村
民都从老村搬进了新村。在新村的东
侧就是此次寻找的龙王崖老村了。

传说，因为黄河龙王曾经在这个
村子住过，所以村子被命名为“龙卧
堐”。为了更方面记忆、书写，“龙王
崖”取代了“龙卧堐”成为该村的新名
字。今年，滨城区正在积极打造沿黄
旅游观光带，龙王崖作为沿黄路线的
最后一站，成为重点打造的旅游乡

村。
沿着一条窄窄的下坡土路，穿过

一排排杨树林，龙王崖老村就展现在
眼前了，一座座小院，分散着，有的房
屋之间离着近百米远。走在村子里，
必须要注意脚下，因为高低起伏的土
路，一不小心就能摔个趔趄。这个村
子的房屋有一个特征，就是房子都建
在高高的台子上，有的台子高出路面
两米多。“因为这里挨着黄河，经常发
大水，就把这块地冲成了洼地。所以，
村里怕被水冲了，每当建房子时，必
须要先建个至少两米高的台子，再在
高台上盖房子。”68岁的村民朱宝玉
说，在村里，谁家的台子低就说明房
子盖得早，台子高，一定是新房子，因
为那些低台子是被一次次黄河大水
淤积的。

以以前前，，龙龙王王崖崖村村在在黄黄河河中中央央，，河河
的的北北面面和和南南面面都都有有村村里里的的地地，，每每次次种种
地地时时都都要要划划着着船船去去。。后后来来河河务务局局修修黄黄
河河堤堤坝坝，，龙龙王王崖崖村村就就坐坐落落在在了了黄黄河河以以
北北，，河河南南面面的的地地也也流流转转给给了了博博兴兴。。朱朱
宝宝玉玉说说，，龙龙王王崖崖正正处处于于黄黄河河上上滩滩，，土土
质质肥肥沃沃，，年年年年都都是是瓜瓜果果飘飘香香，，粮粮丰丰林林
茂茂，，可可谓谓是是““鱼鱼米米之之乡乡””。。““这这里里的的水水土土
养养人人，，听听老老人人说说，，解解放放前前咱咱还还叫叫蒲蒲台台

县的时候，全县4个大学生，我们村里
就有两个。其他村的人都到我们村里
来打水吃，说‘吃龙王崖的水，上大
学’。”

在村子里，几乎有空地的地方就
被种上了杨树。秋天，杨树叶枯落，老
人就用竹耙子把自己门前的树叶收
起来当柴禾烧。在村东侧是200亩的
杨树林，犹如天然氧吧。在村前是一
片百亩荷塘，此时荷花早已凋谢，荷
叶枯萎，不过落日下的残荷之美，更
让人期盼来年的荷花相会。距离荷塘
不到五米，就是滚滚黄河水。

杨树的簌簌声响在耳边，芦苇随
风摇荡，夕阳西下，残荷迎着余晖，粼
粼波光，好一处龙崖乡韵，风光无限
好。僻静、优美，也是写生的绝佳之
地。

高高高高的的杨杨树树林林贯贯穿穿着着整整个个村村子子。。

很很多多村村民民迁迁到到了了新新址址，，但但村村内内老老住住宅宅区区至至今今保保存存着着很很多多古古朴朴的的民民居居。。

几乎所有
民居都被遍
布全村的杨
树林包裹着。

由于紧邻黄河，村内很多房子都是建在高台上。

文/本报记者 王茜茜
片/本报记者 李运恒

夕阳映照下，百亩荷塘内还未完全褪去绿色的荷叶挺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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