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酒店用心服务演讲稿(汇总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报告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一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高速免费时间表可知，2016年高速
免费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四个国家
法定节假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
假日连休日。高速免费时段从节假日第一天00∶00开始，节
假日最后一天24∶00结束(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
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
准)。

由此可知，2016年端午节假期期间高速是不免费的，各位出
行的朋友们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賽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
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
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
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
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 ，“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
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
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了不同的



寓意。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
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
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
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
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
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
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
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
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
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等及英国。1980年，
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
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
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
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现代因素的“龙头祭”。
“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披红
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晴)。然后，
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去汩罗江，奔向龙
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
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赛龙舟
将盛传于世。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
“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
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
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
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 时
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
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
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
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
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
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
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
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
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
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
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
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
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
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
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
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
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
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
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
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
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



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
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
“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
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
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
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
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端午节上山采药，则是我
国各国个民族共同的习俗。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二

处暑是一个反映温度变化的节气，炎热的夏天将在这一天开
始和结束，天气将逐渐变凉。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处暑
节气是几月几号2023，欢迎大家来阅读。

2023年8月23日17:01:06进入二十四节气的处暑，处暑是一个
反映温度变化的节气。炎热的夏天将在这一天开始和结束，
天气将逐渐变凉。这是一个太阳术语，表示温度从热到冷的
转变。

1、秋老虎

处暑虽然在立秋之后，但在处暑尾声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再
次感受高温天气，这样的天气被称为“秋老虎”。长江中下
游地区往往在秋老虎天气结束后，才会迎来秋高气爽的小阳
春。

2、气温下降



每年8月底到9月初，气温走低是处暑节气其中一个现象。而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太阳的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
减弱，同时也受副热带高压跨越式地向南撤退的影响。

3、秋高气爽

处暑之后，人们会感到较明显的降温，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降
水过程，因此有“一场秋雨(风)一场寒”之说。由于气温下
降明显，昼夜温差加大，人们往往对夏秋之交的冷热变化不
是很适应，很容易引发呼吸道、肠胃炎、感冒等疾病，故
有“多事之秋”之说。

4、雷暴活动

处暑节气里，雷暴活动不及炎夏那般活跃，但华南、西南和
华西地区雷暴活动仍较多。我国大部开始进入少雨期，而华
西地区秋雨偏多，且以绵绵细雨为主。

放河灯：悼念逝者，祈保平安

据说放河灯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渔猎时代。那时人们驾舟出
海下湖，为免风暴肆虐，在过危礁险滩或遇到风大浪高时，
用木板编竹做小船，放入祭品，点上蜡烛，彩纸作帆，放水
中任其飘流，向海神祈保平安。

开渔节：百舸竞发，捕获海鲜

每年处暑期间，在浙江沿海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隆重的开渔
节，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欢送渔民驾船出海。石浦渔民素
来有“三月三，踏沙滩”以及“祭海”等习俗，其中“祭
海”是渔民出海捕鱼时，为求平安、丰收而举行的一种仪式。

吃鸭肉：润肺健脾，无病各家



“处暑”到来意味着炎热的夏天逐步开始转为凉秋了。天气
温差增大、昼暖夜凉，此时饮食应遵照润肺健脾的原则，常
吃些清热、生津、养阴的食物。

脸觑厝：打道回府，龙眼稀饭

福州人有句俗语，叫作“处暑一过脸觑厝”。“厝”指有钱
人在城里的大房子，“脸觑厝”就是脸要朝着自己在城里的
家看，意思是外出避暑的人要打道回府了。这句话折射出老
福州人过去的生活方式，“处暑”到了，“避暑”也就结束
了。过了处暑这个节气，人们的饮食起居就要有所变化。

拜土地：杀牲祭拜，插旗感恩

处暑节气正值农作物收获时刻，农家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来拜
谢土地爷。有的杀牲口到土地庙祭拜，有的把旗幡插到田中
央表示感恩，还有的这一天从田里干活回家不洗脚，恐怕把
丰收洗掉。

迎秋：出游迎秋

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
处暑过，暑气止，就连天上的那些云彩也显得疏散而自如，
而不像夏天大暑之时浓云成块。民间向来就有“七月八月看
巧云”之说，其间就有“出游迎秋”之意。

祭祖：架设孤棚，穿插抢孤

处暑前后民间有俗称“七月半”或“中元节”的祭祖活动。
从七月初一起，就有开鬼门的仪式，直到月底关鬼门止，都
会举行普渡布施活动。据说普度活动由开鬼门开始，然后竖
灯篙、放河灯招致孤魂;而主体则在搭建普度坛，架设孤棚，
穿插抢孤等行事，最后以关鬼门结束。



吃龙眼：补秋，补血，补气

“处暑”到了，“避暑”也就结束了。老福州“处暑”之后
不再喝凉茶，而多吃些“补气”、“补血”的东西，老福州
习惯吃龙眼，龙眼剥壳后泡稀饭吃。

处暑过后要进入秋天，中医上有“补秋”的说法，所以少喝
凉茶、多吃龙眼是有道理的。这个时候讲究“补气”、“补
血”，要避免寒凉的食物;同时龙眼偏温性，有益心脾，补气
血，有滋补养气的作用，在这个节气食用是有益的;但食疗不
用太过刻板，并没有规定这个节气一定要吃龙眼泡稀饭，很
多人平时也可以这样食用，是有益的。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三

2023年春运是几号到几号（最新）

春运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春运是一年之中比较盛大的一次
人员流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坐车回家过年，出行量会达
到高峰期。那么2023年春运是几号到几号呢？以下是小编整
理的2023年春运是几号到几号，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2023年春运时间：2023年春运从1月7日至2月15日，共计40天
目前车票预售期30天，2023年春运火车票2023年1月7日开抢。
2023年春运起止时间是从2023年1月7日(农历十二月十六)开
始，到2023年2月15日(正月二十五)结束。

春运意味着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大家从四面八方都汇聚着回家
过年，春运拉开了回家过年的大潮，打开了各地游子回家过
年的心。



1.认准正确购票途径正确购票途径只有这几种：拨打电
话95105105订票、手机12306客户端购票、火车站窗口购票、
火车代售点及火车站自动售票机购票。除此之外贩售车票，
均属违法。

2.单日购票张数有限一张有效身份证件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
次只能购买一张车票，一次最多购买5张车票。

3. 网购订单需30分钟内支付网上订票订单确认后，需在30分
钟内用网银或银联支付，过时将取消订单。单日取消3次订单，
系统将暂时冻结订票服务，次日才能恢复。务必确保网银支
付或支付宝中有足够买票钱款。

4. 核实身份须到火车站窗口目前铁路售票系统升级，代售点
暂停了身份核实业务，而何时再开通还没有无通知。所以，
首次网络电话购票的旅客，最好在抢票前完成身份核实。

1、春运期间，大家一定要为自己预留充足的时间，排队取票、
安检、托运行李都特别浪费时间，万一晚点了，就真的可能
回不了家了。

2、选择飞机出行的朋友，建议提前2-3个小时到机场，办理
完值机手续后尽快过安检，到达相应的登机口候机。机场会
在飞机起飞前45分钟停止办理值机手续，起飞前15分钟停止
登机。

3、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实行电子客票，到了火车站后无需取
票，只要刷身份证、手机二维码、或者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
进站验票乘车。

4、需要报销的旅客，可于开车前或乘车日期之日起30日内，
凭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售票窗口换取
报销凭证。



5、机场安检时，电脑、手机、充电宝、水杯等物品需要单独
过检，可以提前取出，节约时间。

6、托运行李中不能有易燃、易爆物品，打火机、火柴既不能
随身携带，也不能托运。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帮他人托
运或携带行李!防止某些不法分子借机托运毒品、易燃易爆等
危险物品，不然到时候背锅的可是你!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四

过完正月十五，可以说这个年才算是过完了。2019正月15是
几号呢？来看看小编的介绍吧！

元宵节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并不是法定假日，
所以元宵节是不放假的，而且告诉也是不免费的。2019年6月，
元宵节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正月十五晚上，各家各户都会把自家的灯都点燃，而且街
头巷尾，红灯高挂，有宫灯、兽头灯、走马灯、花卉灯、鸟
禽灯等等，吸引着观灯的群众。

据传，这个闹花灯的习俗始于西汉，兴盛于隋唐。隋唐以后，
历代灯火之风盛行，并沿袭传于后世。而正月十五，又是一
年一度的闹花灯放烟火的高潮。所以，也把元宵节称为“灯
节”。

元宵节赏灯的习俗始于汉朝。隋唐时发展成盛大的灯市。到
宋元时期，京都灯市常常绵延数十里。灯会的时间，汉朝只
限于正月十五一夜，唐玄宗延长到三夜，到明朝规定从正月
初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唐朝灯会中出现了杂耍技艺，宋
代开始有灯谜。明朝有增加了戏曲表演。



据传挂花灯的习俗源于东汉，南北朝时已蔚然成风，唐代灯
会定为三天，正月十四至十六，至宋代改为五天，明代则为
十天，清代宫中则从小年开始就挂花灯。民间挂花灯则有一
美丽的传说古时一猎人射死了一只神鹅，,玉帝闻讯大怒要为
神鹅报仇，要于正月十五焚人间，一位善良的仙女偷下凡间
向人们报告了这一消息。人们决定在正月十五前后家家户户
挂红灯，放烟火，待天兵要下凡时，见火光一片。以为火早
就烧起来了，便不再下界，直接向玉帝交差，人间得免一难，
此后,每至此日，家家户户都挂花灯。至今，每逢正月十五全
国各地仍有不少灯会灯展，著名的有北京北海公园元宵灯会，
,四川自贡灯会，哈尔滨冰灯节等。

耍狮子“始于魏晋，盛于唐，又称“狮子舞”“太平乐“一
般由三人完成，二人装扮成狮子，一人充当狮头，一人充当
狮身和后脚，另一人当引狮人，舞法上又有文武之分，文舞
表现狮子的温驯，有抖毛，打滚等动作，武狮表现狮子的凶
猛，有腾跃，蹬高，滚彩球等动作。

传说唐代有一年大旱，龙王错行云雨,淹死了长安不少百姓，
玉帝降旨命魏征监斩龙王，后龙王阴魄不散，夜夜扰闹皇宫，
吓坏了唐王李世民，于是向群臣问计，众臣认为应超度龙王，
于是民间乃有元宵节耍龙灯之习。龙灯一般由竹木，彩纸，
布等扎成，节数为单数，长达数丈，节内能燃烛的称“龙
灯”不能燃烛的称“布龙”，舞龙时。领舞者手持龙头，数
十人举起紧连龙身的木棍，随于其后，整条龙在乐声中沿着
规定的路线和队列奔跑。龙就象活了一样，民间以此气求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项活动主要是对养蚕人家所说的。因为老鼠常在夜里把蚕
大片大片地吃掉，人们听说正月十五用米粥喂老鼠，它就可
以不吃蚕了。于是，这些人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大锅粘糊糊
的粥，有的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放到老鼠
出没的顶棚、墙角、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词，诅咒老鼠再吃
蚕宝宝就不得、好死。



紫姑是民间传说中一个善良、贫穷的姑娘。正月十五，紫姑
因穷困而死。百姓们同情她、怀念她、有些地方便出现
了“正月十五迎紫姑”的风俗。每到这一天夜晚，人们用稻
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肖像。妇女们纷纷站到紫姑
常做活的厕所、猪圈和厨房旁边迎接她，象对待亲姐妹一样，
拉着她的手，跟她说着贴心话，流着眼泪安慰她，情景十分
生动，真实的反映了劳苦民众善良、忠厚、同情弱者的思想
感情。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五

其实不止是钱包，皮带、包、领带都可以，可能在子女面前
老爸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缺这些，但如果你送给他，他应该会
很高兴的。记得钱包选择简单大方款式就好，但要注重材质、
手感，领带在材质上首选丝质，即显得有档次又容易搭配。

2、全身检查

带父亲去做一次全身检查吧，毕竟健康才是人生第一重要的，
从小父母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的身心健康，现在长大了，
也到了我们呵护父母的时候了。 也可以送一张健身中心的年
卡给父亲，甚至可以是父亲喜爱的单项运动的健身卡。如果
你的老爸喜欢散步，那你也可以送上一双慢跑鞋哦。

3、剃须刀

剃须刀对于父亲来说是非常实用的礼物，每天都用得上，要
买全自动的哦，这样老爸用起来才方便嘛!

注意：买这东西也要注重质量哦，用起来舒适嘛!老爸用得舒
服，当然特别开心啦!买剃须刀比较省心，一定用得着，又不
用担心买错或者买了回去用不上!



4、按摩仪

如果平时常听到父亲抱怨腰酸背痛，那不妨买个按摩仪给他，
可以缓解疲劳，也是贴心实用的礼物呢。

5、鲜花一束

让父亲也感受下收到鲜花的感觉吧，黄色康乃馨或石斛兰，
以表达对父亲的尊敬和感谢之情。在日本、台湾等地，石斛
兰被视为“父爱之花”。此外，白月季、三色堇、腊梅也是
父亲节的理想礼品。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六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你知
道20xx国庆上班时间吗?今天本站小编特意准备了一些20xx
国庆上班时间，希望你能喜欢。

10月1日-8日放假，共8天。与中秋节连休。

10月9日(星期一)正常上班。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9年)，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
庆典活动，同时举行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
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1960年
至1970年，每年的国庆均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
游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

国庆节是指国家有在这个日子有喜庆的事情，在古代一般用
于帝皇登基诞辰等喜庆之事，现在一般指一个由国家制定的
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节日，通常是法定的节日，又被称为国
庆纪念日，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成立，独立或是有着重大意义



的周年特殊日子，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反映这个国
家的国体和政体，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
能。在国庆日举行大规模的庆典活动，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
的具体体现，很多国家都借着这个节日显示力量、增强国民
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很多个国家都自己的国庆
节，包括我国在内，大约有30个国家以建国日为国庆节，例
如圣马力诺的国庆节，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庆纪念日，
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苏联的独立日等，现在主要为大家介绍
我国的国庆节。

中国的国庆节是每一年的10月1日，众所周知，1949年的10
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激昂感概的一番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成立的话语，奠定了整个中国重生的根基，也就是这一
天，这个对于中华人民有着历史性意思的一天，被定为了中
国的国庆节。它预示着中国正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式
翻身做主人，正式脱离了被奴隶被剥削被三座大山压制的命
运。在往后的每一年的国庆节上，我们国人都会在现场或在
家观看节日当天的阅兵仪式，感受着国家的强大，感恩着国
家的富裕!

杭州

杭州自己就是一座花圃一般的城市，更况且城市中间的西湖
是免费的，别的，太子湾、柳浪闻莺、曲院风荷、花港不雅
鱼、花园、龙井村等处所都不收门票，杭州人真是太友爱了。

保举来由：问过杭州的伴侣，他们说，实在杭州最美的，是
糊口，是那份闲适……杭州是国内为数未几还存在很多茶馆
的城市。在这座城市，虽然放慢脚步往享受她赐与的一切。

出行攻略

美食：西湖四周有山外山、楼外楼、外婆家等隧道浙江菜馆，
可以吃到宋嫂鱼羹、酒糟蒸鱼、东坡肉、外婆红烧肉、茗喷



鼻排骨、樟茶鸭、碧螺对虾等杭州美食。

住宿：杭州可选择的旅店多，西湖四周的酒店，交通便当，
举措措施办事都较好，若是喜好有特点的客栈，也能够选择
住在龙井村的农家旅店。

厦门

厦门免费且可以游玩的处所，有环岛路、中猴子园、白鹭洲
公园、仙岳山等，到仙岳山上散漫步，空气也很清爽，是本
地人喜好晨练的处所。别的，闻名的厦门年夜学也深受游人
喜好，只是要注重别打搅学子们的进修糊口，往鼓浪屿，若
是不算上过渡的船费，不往岛上的几个收费景点，岛上也是
免门票。

保举来由：说起厦门，总绕不开“文艺”、“小资”、“行
走”这些词语。厦门的文艺，是随性而出的。无关她具有几
多咖啡馆，无关她具有几多花裙子，而有关这座城的性情。
年夜量免费或便宜的景点，又拉近了游人的心理间隔。这座
城市的开放、包涵和亲热，总能让人感应暖和。座城的性情
就是如许。每小我，都把这座城市当做本身家，客人来家里，
天然要好好接待。所以我们在这座城，总能感触感染到久背
的友谊。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七

重阳节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非常的悠久。你
知道重阳节时间吗?相信不少人都不是很清楚吧，下面本站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重阳节时间，感兴趣的一起来看看吧!

20xx年的重阳节在10月28日，星期六



根据国务院假日通知表可知，20xx年重阳节不是法定节假日，
故20xx年重阳节不放假!

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在吕不韦所编书籍吕
氏春秋中记载了农民在九月份丰收之时有着祭天祭祖的活动，
这被誉为前身，在汉代的时候，出现了九月九日喝菊花酒，
佩戴茱萸的可以让人长寿的说法，之后还要九月九日大家一
起去野外喝酒的说法，这些活动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

重阳节距今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重阳节
的前身，在汉代时以及有了基础，而重阳节有记载则是在三
国时期才正式出现，唐代时才正式被定为一个节日，从唐开
始，无论贵贱，无论皇室还是平民，都一起享受重阳节。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已有千余年历
史，中国政府在1989年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老人
节”、“敬老节”，每到这一日，各地都要组织老年人登山
秋游，交流感情，锻炼身体。不少家庭的晚辈也会搀扶年老
的长辈到郊外活动。

重阳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历史悠久。据有关资料记载，
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在《远游》
诗中就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的诗句。但这里的“重阳”是
指天，还不是指重阳节;三国时期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
则明确写出了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
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
宴高会。”;到了魏晋时期有了赏菊、饮酒的习俗，这在陶渊
明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到了唐代，重阳节才被定为正式节日。
从此以后，全国上下一起庆祝重阳节，并且在节日期间进行
各种各样的活动。到了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
花糕庆祝，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到了清代，
这种风俗依旧盛行。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



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日已有了饮
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

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要
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登高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
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
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
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
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
较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
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
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
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
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
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
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
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
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
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
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
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



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
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工作报告的署名和日期写在哪 端午节是几月几号篇
八

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中惟一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日子，一般
是公历的4月4日或者4月5日。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3
清明节是几号,以供大家参考!

2023年清明节气时间是公历2023年4月5日，农历癸卯年闰二
月十五号，9点7分。

4月5日放假，共1天。

清明节气的含义是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清明是
每年4月4日或5日，这个时节阳光明媚、草木萌动、百花盛开，
自然界呈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清明，既是节气，也是节日。节气的清明，是春耕春种的大
好时机;节日的清明，是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的时节。清明节
气在时间和天气物候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
件。清明的主要习俗有：禁火、扫墓、踏青、蹴鞠、插柳等。

时至清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就不冷了，进入到春季。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1、青团。江南地区的人在清明节的时候有吃青团的饮食习俗。



2、艾粄。有一句俗语叫做“清明前后吃艾粄，一年四季不生
病”，艾粄是客家人在清明节必备的传统食物。

3、馓子。在清明节的时候，南方和北方都有吃馓子的习俗，
馓子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南方和北方都会吃馓子，但是南
方和北方的做法却有所不同。

4、暖菇包。泰宁一带的人在清明节的时候有食用暖菇包的饮
食习俗。

5、子推馍。在清明节的时候有吃子推馍的饮食习俗，是用来
纪念介子推不求名利的品质。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长安清明

唐·韦庄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清明日

唐·温庭筠

清娥画扇中，春树郁金红。

出犯繁花露，归穿弱柳风。

马骄偏避幰，鸡骇乍开笼。

柘弹何人发，黄鹂隔故宫。

鹊踏枝·清明

五代·冯延巳

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

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惊飞去。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

浓睡觉来慵不语，惊残好梦无寻处?

蝶恋花

南唐·李煜

遥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



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澹月云来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浣溪沙·春情

宋·苏轼

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

朝来何事绿鬟倾。

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

困人天气近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