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屋遗产分割协议书(模板10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
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一

竦坑的人们热情好客，早在离粽子节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人
们就开始邀请客人吃粽子了。

一到粽子节，竦坑的车站上就停满了车，还有的都因车站放
满了只好放在路上了。车至少要放一里路呢！

到粽子节的时候，外竦坑还有许多人来摆摊。东西琳琅满目，
许多人都围在摊前，和摊主讨价还价。有的人满脸笑容，大
概是认为自我买的东西既实惠，又便宜吧！

粽子节时，还有的人来竦坑帮人家修钟表，生意也很兴隆。

每当这时候。我们一放学，就看见许多人家搬桌子吃饭，客
人会送些礼物给亲人，并且和亲人谈天说地，吃着美味的粽
子。吃好了还舔舔嘴，好像还想吃似的。粽子真是让人回味
无穷。

第二天，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又闻到阵阵粽子的香
味。人们都对粽子赞不绝口，认为这粽子不比山珍海味差多
少。

粽子节的时候，人们还会放着音响，陶醉在音乐声中，还不
时地传来人们的笑声，讨价还价声，唱歌声。还有许多人正
带着自我的家人，一齐去郊外散步。



粽子节时，有的人家还会放烟花。这时，人们都走出家门，
望着天上绚丽的烟花，天上的烟花好比一朵真正的花，让人
们身心舒畅。

粽子节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客人们背着一串一串的粽子，恋
恋不舍地跟亲人道别，好像还想再重新度一次粽子节。

啊，家乡的粽子节真热闹。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二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依照风俗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
燃放烟花爆竹、看春晚、守岁、给亲人拜年，当然重头戏还
是吃年夜饭了……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是长辈给我们晚辈“压
岁钱”了，希望我们岁岁平安，健康成长!

春节到了，人们都会在所有的大门上贴上写着新年寄语的对
联。当春姑娘来时，朗诵者寄托着人们美好愿望的句子，这
一诵读，好运也许就真的来了!当然，同样富有寓意的事情还
有贴“福”字。“福”字很多家庭都倒着贴，路人一看就会
说：“你家的福倒(到)了”，不言而喻，福就到你家了嘛!

其实，春节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年”。“年”是什么呢?对于
这个还有一个传说呢!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年”的怪兽
常常在春节时出来祸害百姓。有一次刚到一个村里正准备吃
人的时候，不远处一个小孩放了一个鞭炮，把“年”吓了个
半死，掉头就跑，又遇到一个小孩提着红灯笼走过，“年”
看见了这鲜艳的红色，吓得_，一溜烟逃走了。从此，人们知
道了怪兽“年”的弱点，春节期间，大家在门上贴上鲜红的
对联，放震耳欲聋的鞭炮，“年”看到这场景吓得再也不敢
出来作怪了。人们再也不怕“年”了,过年放爆竹，贴对联的
习俗也就流传下来了。

_年的除夕夜，全家人都聚集在爷爷奶奶家，欢欢喜喜地吃着



那丰富盛大的年夜饭。这里年夜饭的第一道菜是“中和汤”，
意喻中国大家庭和谐和睦。这里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大
菜，它的主原料有：冬笋、豆腐、香干、虾仁、香菇，把它
们都切成小丁，煮成香喷喷的热汤。大家一一品尝后，敬酒
祝贺正式开始了。大家一起敬爷爷奶奶的酒，祝他们身体健
康笑口常开，接下来相互敬酒说着祝福的话，同时敞开肚子
尽情的享受这年的味道!门外的爆竹声远远近近，真是你方唱
罢我登场。当春晚开始时大家围在火桶旁欣赏着一个接一个
精彩地节目。我当然是看春晚的主力军，但是今年每到整点，
爸爸、妈妈、姐姐都在用手机抢红包，看着他们像“打老
鼠”似的在手机上用力敲打，我也加入一个，因为“打老
鼠”可是我小时候的强项啊!终于抢到一个“大红包”0.88元，
我和妈妈都高兴地跳起来!一转眼快11点了，妈妈叫我赶紧去
睡觉了，我一本正经且坚定地说道：“今年我一定要守岁的，
你们累了就先睡吧!”可是没过多久，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当爆竹声把我马上要抢到红包的梦吵醒时，天已经亮了。我
一睁开眼，首先去摸我的枕头下面，不出意外地发现两个大
红包，不是手机抢到的，是爸爸妈妈给我的压岁钱。我赶紧
起床去给爸爸妈妈拜年!又去给爷爷奶奶拜年，一下又收了两
个大红包!心里那个美啊!春节里的这个习俗是孩子们的欢迎
的啦!哎!遗憾的是我的红包基本是如数上交的呀!

春节里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风俗。就拿我的家乡绩溪县和
我的老家祁门县来说说吧。

先说三十晚的年夜饭吧。绩溪县吃年夜饭的时间一般都和往
常差不多。晚上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商家基本歇业。而祁门
这边吃年夜时间真是搞不懂，中午过后街上基本看不到行人，
大多商家陆续关门回家吃年夜饭了。下午2点多钟开始就能听
到放鞭炮声，有的人家就开始吃年夜饭了。爷爷家今年也早
了，3点半刚过也放爆竹吃饭了。晚饭后，大家陆续上街逛逛，
街上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小吃摊一个接一个，游乐场一个挨
一挨。“有意思”里坐满了人，ktv里飘出歌声，好多商家也



开门营业抓住这大好商机。

再说说正月里拜年。绩溪县岭北拜年都是在中午之前，谁要
是下午去给长辈拜年，那可是要挨骂的。到谁家拜年都要吃
三道茶：清茶、甜茶、茶叶蛋，最后吃面条，还要吃晚饭，
一家一户要搞一整天呀。老家祁门拜年时，除了吃清茶、茶
叶蛋还要吃粽子。特别是粽子，我的家乡绩溪一般都在二月
二龙抬头才包粽子，大小形状也不一样。我相信全国各地还
有很多不同有趣的风俗。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家家户户其乐融融，奏响欢快
的交响曲!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三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窜出火光，映红
了天，映红了人们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这就是我们的春节
特有的风俗—点旺火。

到了三十夜里，老爸总把先前挑好了的麦秸，买好了的爆竹
一一摆在院中，美其名曰“五瓣梅花阵”，其实就是用了麦
秸放于正中，周围用了五门的花炮环个圈，当作梅花五瓣罢
了。

待到新年的钟声敲响，各个家的院子里一齐点火，火光一现，
也点燃了周围的引线，烟花爆竹也上了天，在天空中炸开一
朵朵琼花，曼妙无比，这年味也愈浓愈重了。

问到为什么要点这旺火呢？一提起这个来，奶奶老是扯着她
那独特的大嗓门，嚷道“好了么，可不是那个老灶头儿，不
是老糊涂了，不识得自家门在哪了”。她口中的老灶头儿当
然就是灶王爷了，自打腊月二十三送了灶王后，到了两年的
界点这一日子，得把灶王爷接回来。可是这一家一户的这么
多，哪里去找自己家啊！于是便引起了旺火放上了炮作一个



信标，给灶王爷示意下，让他好找地儿了吧！

旺火——烧去的是旧年的烦恼，点燃的是新春的美好！在这
里我祝愿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学们学有所成！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四

虽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但我相信，各地的人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习俗——祭祀祖先，一般都在清明节和农历
年的末尾。而我的家乡，对先祖的祭祀尤为隆重。

我的家乡祭祀祖先的大型活动一年就有四次，分别在清明节、
七月半、冬至、农历年前。

每到这样的日子，爸爸妈妈总将这一习俗，发挥到淋漓尽致。
通常祭祀祖先时用菜是七道，但在清明和年三十的时候会增
加到九道，菜更是多种多样，有鸡、鱼、猪肉、牛肉、笋，
青菜，芹菜……祭祀前几天，不管是奶奶，还是外婆，总会
亲手用锡纸折很多的金银元宝，并且放在太阳底下晒晒，据
说这样老祖宗用起来会更值钱。

祭祀那一天，爸爸妈妈早早就出门买菜了，我在家中排椅子，
放盘子，分工明确。爸爸妈妈把菜烧好之后，挑选一个吉时，
把酒菜按顺摆上，同时也会摆上六个苹果和六个橘子加两杯
白茶，让祖宗们吃好喝好。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给祖宗烧纸钱了，爸爸拿出事先准备好
的各种纸钱和元宝点燃放入盆中。我和爸爸都要给祖先烧纸
钱，据说这样老祖宗会在阴间保佑家人。烧完纸钱要轮流给
祖先磕头。爸爸最先磕头，只见他双目紧闭将双手并拢靠在
额头上拜了三拜，嘴里轻声的祷告着，然后毕恭毕敬地弯下
身子鞠了三个躬，连续三次后站了起来。看到爸爸恭恭敬敬
虔诚拜磕的样子，我也学着爸爸样子地拜磕了起来，妈妈则
在我磕头的时候站在我旁边为我说好话：“老祖宗，保佑我



们颜安，健康聪明，学习进步，争取考上清华北大。”听了
妈妈的好话，我更加虔诚的磕拜起来，但是我知道要实现这
个美好的愿望，除了祖宗保佑还是要自己认真努力学习的。

单说清明节，上午供完祖宗后，下午一家人都要去上坟扫墓。
所谓扫墓，除了祭拜祖先，还需清扫坟地，添加新土，敬献
鲜花。我们先是把坟地周围的一些杂草杂树去掉，把坟边的
落叶扫到旁边去。记得有一次爸爸爬到了坟头上去，把坟上
的杂树都给砍掉，可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整理的这么干净，爸
爸说：“子孙后代发达的人家都非常重视祖坟的环境和风水，
这样老祖宗才能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接着爸爸将买来
剪好的白色钱纸放在了坟头上，用一顶土帽子压着，风吹着
白色的钱纸就像老人的白发一样飘飘然。之后在墓碑的前面
摆上两盆鲜花，有的人家也会摆上两盆鲜果。最后我们将烧
冥钞送给老祖宗，让老祖宗在天堂享福安乐。我磕头时爸爸
便在旁边给我讲各位老祖宗活着时平凡事迹。

百善孝为先，这种祭祀祖宗的风俗传统，要世世流传下去。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五

还是不太适应家乡鞭炮声的噼里啪啦，家乡深夜依然灯火通
明，家乡烟花？烂的闪耀天际；在城市里就连跨年夜都是寂
静无声，只有手机和电视作伴。怪不得说家乡的春节最特别，
最有年味。

农历腊月廿十多时家乡就热闹起来，小贩们挂出了红红的春
联，大街小巷都摆满各种各样的年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人们都随意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年货。大年三十那天，大家
都忙着贴春联和门神，到处喜气洋洋，一派新年气息，红红
的祝福语映衬着人们红红的期许。在中午的时候都要祭祀香
火神和祖先，每家每户都带着鸡、肉、饭、酒水、水果、元
宝，还有一颗虔诚的心去拜祖先，感谢这一年来的一切，喜
悦、收获、挫折和泪水。拜完年后还要放鞭炮除旧岁。年夜



饭摆满了鸡鸭海鲜，亲人们因团聚而开心的笑容为春节添上
了别样的温暖。还有一项特别的风俗，从今晚一直到初三必
须整夜亮灯，今晚的十二点放鞭炮还要下床踩地板，为自己
下一年的事情做得踏踏实实。

大年初一清晨有些冷淡，可能因为昨晚整夜的鞭炮和烟花而
兴奋吧，清晨都听不见喇叭声，似乎是不愿吵醒还在酣甜睡
梦中的人们。大街小巷的商店都关了门，放眼望去只剩满地
的炮灰和斜洒下来的几道晨光，伴随着蹦蹦跳跳的小孩的身
影，拉开了新年的第一天。旭日东升，小镇开始热闹起来，
锣鼓喧天，游园、舞狮、耍武术、球赛，显扬出一派喜洋洋
的节日气氛。今天的饮食比较清淡，而且忌操刀、杀生，只
能吃斋，显得更加清淡。

初二在乡下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拜年。但初二拜年的意
义不同，重在为新的一年祈祷，希望新的一年一帆风顺，万
事如意。接下来就回归往常一样了。初六左右回乡下过年的
人都陆陆续续地返回工作之地，小孩安心学习，大人忙于工
作，生活似乎步入正轨，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但在正月十五那天，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又激起了人们的热
情。元宵锣鼓相继擂响，大人小孩都放下手中的活，都来观
看游行，只见游行大队浩浩荡荡，一辆辆花车闪着五彩缤纷
的灯光开过，几个小孩宛如叠罗汉一样搭得一个比一个高，
头旗、红绿大旗、六国牌、八宝花、狮子班、彩龙、锣鼓棚、
八音队、飘色台……甚为壮观，围观的人们也被这气氛感染
不停地呐喊助威。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六

过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吃粽子，说到吃粽
子，他还有历史发展呢！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用菰叶包黍米成牛角状，叫“角粽”，



不过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拜神祭祖的贡品。到了晋代，
粽子才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那时，包粽子的原材料除糯
米外，还添加了中药益智仁，所以被称为“益智粽”，现在
我们吃粽子是为了祭奠投江的屈原。

去年的端午节，我也包了粽子，我包了红枣粽，白水粽，蛋
黄粽和五谷粽。我还知道了很多我没吃过的粽子，比如烤萝
卜粽，不过我不喜欢吃，因为这个粽子很辣。当然，也有我
爱吃的，比如刨冰可口粽，这个粽子跟其它粽子不一样的地
方是它不是热的，而是冰的。包这个粽子时，要把一个冰了
的白粽拿过来，把里面挖空，放进冰淇淋，再把外皮包好，
裹上糖浆，在糖浆上放点冰沙，再浇上果汁，就可以了。

后来，我还把一枚硬币包了进去，就像把硬币包进饺子里一
样，吃粽子时，我还真吃到了那个粽子。

我们的粽子还得过奖呢!江西一座宋代古墓里有两个粽子，这
是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实物粽。还有西安的蜂蜜冰粽子，是
历史最悠久的粽子。广西南宁有体积最大的粽子，可以给250
人吃，重达350公斤，好多人一起都搬不动。上海城隍庙有体
积最小的粽子，只有10克，小得像手指一样，一口可以吃好
多个。

粽子还有美好的祝福，是求得功名，光宗耀祖的寓意。

我的.家乡有很多有趣的节日，每个节日也都有习俗，只要留
心观察就能发现。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七

我的家乡在常德，那是个美丽的地方。风儿一吹过，花儿便
绽开了笑容。鸟儿在枝头一唱，万物复苏了。今天我就来说
一说我们常德的`春节风俗吧。



我最盼望的节日便是春节，在春节里，要装上灯笼，贴上对
联。那一个个的大灯笼，仿佛在为新年的到来欢迎，还有那
对红红的对联，还有贴上倒过来的“福”。全家都是喜气洋
洋，红红火火。当然，过年哪少的了压岁钱，对着长辈们大
声说祝福：“新年快乐!”你便会得到许多红包。孩子们也会
在外面玩得快乐，穿上过年的新衣，举着灯笼。不过，小孩
们也会玩各种各样的鞭炮。

我们常德有在腊月除尘之俗，一旦是腊月初八，十八，二八，
家家户户可要忙着打扫卫生。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
不染，以旧换新。这可是传统的卫生节。

除夕时，家家都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当然，我会买
一些小小的鞭炮来放。在十二点的时候，烟花响了起来，我
们站在那里观看着，美丽极了。嗨哟啊等着财神爷的到来，
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把门打开。对于我来说，除夕最热闹。

后面的几天，小孩都要去买小鞭炮和零食，以免过年饿肚子。

大年三十，是吃团圆饭，全家围在一起，便有了年的味道，
菜也是丰富多彩，大鱼大肉，有鸡、鸭、鱼、青菜、海带、
肉丸、香肠等。味道好极了，特别是在喝上一杯葡萄酒，那
就更美味了。全家其乐融融。

这就是常德春节的风俗!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八

咚咚锵，咚咚锵，随着锣鼓声而来的迎春之狮，牵着春姑娘
的手将春天的生机盎然带进了我的家乡——湛江。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一年四季中最富有生机的季
节。随着春天的到来也意味马上就要过年啦！



每逢大年初一，我全家人都会回到湛江雷州老宅，家人在一
起团团圆圆的过年，在众多湛江过年风俗中，我最喜欢的就
属大年初一早晨的舞狮表演啦！

据传说，它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跟着传入中国。狮子是汉
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和孔雀等一同带回的贡品。而狮舞
的技艺却是来自西凉的“假面戏”，也有人认为狮舞是五世
纪时产生于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

春姑娘着急地来，又轻盈地走了，她带走了一个轮回的陈旧，
带来一个新轮回的开始，时间就是财富，我们要珍惜时间！
珍惜属于我们的人生财富。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九

我们家乡的民俗风情可多了，有“走大王”、“舞火
捞”、“烧大炮”等等。在我的亲眼所见中，“烧大炮”是
一件最让我难忘、最可喜可贺的事。

在天堂墟这一带地方烧大炮的时间是：农历正月十三。这一
天，各村庄及墟镇街道可热闹了。这一风俗盛事在莲塘村和
朱所村尤为特别隆重。

我们小孩子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烧大炮活动开始啦!有人把灯笼挂起来了，那火点在灯笼中闪
烁着，仿佛在跟现场的人们说：烧大炮正式开始。

“轰隆!”一声炮响，别紧张，现在这枚花炮才是主要的。围
在现场的人立即争先恐后跟着花炮，只要捡到了花炮，就会
有利是领的哟。当然，花炮也不是只有一个，还有很多在后
边争着要上场呢。



烧完大炮后，会有舞狮来助兴，还有八音为人们演奏，还有
趣味浓郁的曲艺表演来献给人们欣赏……总之，节目繁多，
热闹非凡，令人们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家乡的烧大炮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人们已经是喜悦满怀，
精神抖擞。这项民间风俗同时会带给大家美好的祝福，人们
祈祷村子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事事顺利。

家乡演讲稿分钟篇十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叫“五月节”。

过端午节时，人们要吃粽子，赛龙舟。

那么要怎么制作粽子呢？分三部。1.要准备好宽胖的粽叶，
把头部剪掉，再用水泡，确保粽叶不会太脆。2.再准备豆子、
红枣和糯米，取两片粽叶，尾巴和尾巴相叠，翻过来折成锥
形。3.之后放入糯米、红枣或豆子，把它们压紧实。然后把
粽叶盖过去，把四周包住，最后扎线即可。

做好以上准备，将包好的粽子放入锅，煮个大约六小时。打
开锅，一阵白白的滚烫的烟喷出，香味沁人心脾。咬上一口，
香甜软糯的感觉浑然一体，让你百吃不厌。棕色的粽子看上
去好吃极了，黏黏地让你忍不住再吃一个。

传说端午节的由来是这样的：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
死，便驾舟奋力营救，便有了端午节赛龙舟一习俗。而且人
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
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因屈
原投江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就自然而
然地有了这个节日——端午节。

我们中国有许多许多习俗，端午节就是其中之一。尽管端午
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渊远流长，但还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不一般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