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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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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
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时满
街瑞气，喜气洋洋。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
旧称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
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
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
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
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
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
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
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
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
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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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变化有如下：

付款方式上，以往只能是面对面地发压岁钱，距离一远的话
就爱莫能助，现在不同了，既可以面对面地给也可以通过社
交工具远程给，另外，包压岁钱的理由也比以往丰富的多了。



现在家人们在看春节联欢晚会时，观众与节目的互动更多，
春节选择出去玩的也是很多。

过去过年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允许燃放，现在只有部分农村
允许。

虽然现在中国的春节在有些的表现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是
春节贴春联、串亲戚、吃饺子等形式亘古不变，这也从侧面
凸显出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现在之所以在春
节发红包和交流形式上发生了变化，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
在不停的提升。在这个多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变化既可以
突出社会的进步也可以呈现出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人生价
值观的变化。至于禁止燃放烟花炮竹上，是因为普通烟花炮
竹污染环境，说明人们的环保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此外，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还是要不断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外来文
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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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2月16日

绍兴市

上网查找，询问父母

风俗是世代相传的文化，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
情和生活习惯。只有全方面了解一个地区的风俗，才能融入
到这个地区生活。为了全面了解家乡的风俗习惯，我深入的
做了一欠春节调查报告。

1、扫尘

扫尘，又称扫屋、扫房、除尘、除残等，是中国民间过年传
统习俗之一。年前忙年主要是以除旧布新为活动主题，扫尘



就是年终大扫除。民谣说：“二十四，扫尘日”。此时，家
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用青竹叶与柚子叶绑在杆上，清扫屋
顶天花，墙壁的尘垢蛛网。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
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寄托了中华民族一种辟邪除灾、
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2、贴春联

春联，又叫“春贴”、“门对”、“对联”，它以对仗工整、
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着美好的愿望，是中国
独特的文字形式。当人们在自己家门口上贴春联或贴幅字时，
就意味着春节即将来临。每逢春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每户人口都会挑漂亮的红春联贴在门上，迎接春节的气氛，
并辞旧迎新。

3、守岁

守岁是中国民间除夕的习俗，又称点岁火、敖年等。守岁的
民俗主要表现为除夕夜灯火整夜不灭，据说这样过后，就会
使家里财富满满。守岁也指除夕夜家人团聚，熬夜迎接新年
的到来。

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岁月中，春节是独特的中华民族特色。春
节期间，我们汉族大多数以活动表示庆祝。这些活动都带有
浓郁的民族特色。

调查人：xx

xx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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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寒假期间，
我利用走访的形式，对家乡附近的一些老人进行了咨询调查，



并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对我的家乡的.春节风俗进行了汇总
整理，并作出如下调查报告。

关于我们邢台人的春节习俗，据传颂的民谣来形容：“小孩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
二十三。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
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转一
转......” 在我们这里，春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
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油盐酱醋、烟酒瓜果、干菜
蔬菜，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
的礼品，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春节是从腊月廿
三开始的，这一天被称为“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我
们这就有“二十三，祭灶官”说法，而且在这天还要包饺子。
在我们这里，很多人家的厨房设有灶王龛，有的人家里是将
灶王爷神像直接贴在墙上。据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
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
因此祭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摆放供品，这样，他就不会在
上天之后在玉帝那里讲坏话了。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
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我们这里有“二十四，扫房子”的风
俗，这一天开始，家家户户都会认真的屋里屋外彻底地打扫
一番，要把这一年一切“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门，寄
托着人们除旧迎新，来年更好的美好愿望。之后的几天就是
蒸枣卷、蒸馒头，炸丸子，许多人家要在腊月里置办上半个
正月的饭。而到了正月，尤其是初一到初六，天天要吃腊月
里置办的年饭，预示着来年天天有好饭吃。

进入了腊月的二十七八了，就开始贴对联了。一般城市里大
多住的是楼房就是在门上贴个门神或者福字，而在我们这边
乡村中，要把红对联贴满整个院落，不用说门口，甚至拖拉
机等农用工具上也要贴个“一路平安”。但其实大多数人文
化程度不高并不注重对联里写着什么，就是图个喜庆、红火。
不得不提的是，在此期间还有抽空去理个发，因为在我们这
里有正月不能理发的习俗，按照民间说法，“正月不剃头，



剃头死舅舅。”但经询问考证，这一传统来自于清初对汉人
强制实行的“剃发政策”。为了抵制清王朝，汉人以正月不
理发来寄托对明朝的“思旧”之情，不过在人们世世代代口
口相传之下出现了偏差，变成了“死舅”，也演化成了一种
习俗。不过近些年来这一习俗也渐渐不再被年轻人认可，只
有一些年长的人还在注意并沿袭这个风俗习惯。

到大年三十，我们这里值得额外阐述的地方性风俗是有请爷
爷奶奶回家过年”仪式。这里的“爷爷奶奶”是指家族故去
的先人，过年的时有要请回家来一起过年。兄弟几人如果父
母在，在父母住处设供桌上供；如果父母不在，在老大家里
设供桌；老大不在，老二家设供桌，依次类推。在北屋正堂
供桌上方，将画有家庭祖辈家谱的佳布挂上；然后，将爷爷
奶奶的神符贴在佳布下方。随后将“天地三界十方真宰” 的
老天爷全神符贴在爷爷奶奶神符的左边。最后是再摆放上贡
品。请爷爷奶奶的过程是由男性长辈带领子孙，携带三柱香、
烧纸和鞭炮，从家里出发，来到老坟地（坟地远的可以在村
外路口边）。然后一人将香插在坟头（路边请的，堆个土堆
插香）点燃，一人燃放鞭炮。全体跪拜，长辈口念“过年了，
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吧”，随后长辈持香带领全体回家，中途
不准与人交谈，不准串门，不准回头。接着再到正月初一拜
年的时候，兄弟子孙先面对供桌上方的“爷爷奶奶”神符，给
“爷爷奶奶”下跪拜年，然后再给父母拜年。同族的其他人
或亲戚朋友来家拜年，也是先要给本家供奉的“爷爷奶奶”
拜年，然后再给其他人拜年。而到了大年初五这个送“爷爷
奶奶”、上坟的日子。初五早晨做好饭包好饺子，先给“爷
爷奶奶”上饭，上贡台上摆上一碗饺子，再烧一炷香。“爷
爷奶奶”吃完饭后，折贡、撤贡，把祖宗三代爷爷、奶奶的
神符摘下，然后去上坟，在坟上将神符和烧纸一起烧掉。这
个习俗整个过程就结束了。请祖先归家过年，是延续古代神
灵崇拜的“请神”习俗，也是每到佳节倍思亲，后人寄托对
先人思念的一种方式，表达出后辈不忘先辈的养育教导之恩，
逢年过节对已故先人的思念之情。



到了三十晚上，就是每家要好好吃一顿年夜饭的时候了。吃
年夜饭之前，村里的人们要把贡品摆在院落里，意思是上贡
请众神，过了一年了，他们要让神先享用年夜饭，之后就是
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聊一年发生的事，开开心心的吃一顿年
夜饭。三十儿这天，大人小孩几乎都一宿不睡，有的玩牌、
有的串门拉家常，更多人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其乐融融，
心情愉悦。这就是“熬年夜”也称守岁。等到十二点整要跨
年的时候，各家都要把准备好的鞭炮拿到院子里放，一时间
鞭炮齐鸣，过年的气氛瞬间点燃，伴随着喜闹的鞭炮声，旧
的一年离去，新的一年来临。

大年初一这一天，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
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在我的家乡，初一早上必不
可少的是吃饺子，接着换上新衣服，准备好糖果、瓜子、花
生、烟，敞开自家的大门，欢迎邻里街坊、亲朋好友前来拜
年，当然自己也会先到邻居家里拜年，然后回到老家给家里
乡村的亲戚拜年。大年初二是女婿看望老丈人，出嫁的女儿
回娘家的日子，有女儿嫁出去的人家要热热闹闹的摆上酒席，
跟女婿女儿坐在一起吃顿饭，好好聊一聊。初三初四就没有
那么多说法了，基本就是亲眷人家去拜年，东家留吃饭、西
家排酒筵的日子。初五这天是给先辈上坟、送爷爷奶奶的日
子，去老家的坟地上给逝去的亲人烧纸钱祭祖，放鞭炮，送走
“爷爷奶奶”。在我们这的风俗中，过了初五这个年就算是
基本过去了，上班的也依次开工，之后就只有一个正月十五
元宵节看花灯放烟火的日子。

春节这个盛大而隆重的节日，习俗还有很多种，春节习俗也
在不断的演变。春节民俗充分体现出了我国五千年来悠久的
文化以及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接班人，我
们要把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此次调查活动，尽管
用时不长，但让我对家乡的一些民风民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了解家乡的一些习俗的来源，增长了见识，也增
添了对传承家乡民俗文化的责任感。同时，此次调查的圆满
完成，少不了家乡中人们的积极配合，也让我深切的体会到



了家乡民风的淳朴，对家乡也更添一份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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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也叫祭灶节。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据民间传说，灶
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
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司命”。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
中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每年腊月二十三，灶
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
罚。我早就知道小年要吃“小锅白糖”，应该就是基于这个
典故，一定要讨好灶王爷，帮我们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
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