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调查报告结论(汇总6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报告帮助人们了解特定问题或
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春节调查报告结论篇一

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
的小妖，名叫"祟"，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
熟睡的孩子头上摸三下，孩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就发烧，讲
呓语而从此得病，几天后热退病去，但聪明机灵的孩子却变
成了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
坐不睡，称为"守祟"。

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
珠。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逼着孩子玩。
孩子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
到睡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到枕头边。夫妻俩不敢合眼，
挨着孩子长夜守祟。半夜里，一阵巨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
灯火，黑矮的小人用它的白手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进
裂出一道亮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跑了。管氏夫妇把用
红纸包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也都学着在年
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以后祟
就再也不敢来害小孩子了。原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的，
在暗中帮助孩子把祟吓退，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
又因"祟"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了。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压岁钱。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厌胜钱，
或叫大压胜钱，这种钱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是为了佩带



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这种钱币形式的佩带物品
最早是在汉代出现的，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和各种桔祥
语，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反面铸有
各种图案，如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

唐代，宫廷里春日散钱之风盛行。当时春节是"立春日"，是
宫内相互朝拜的日子，民间并没有这一习俗。《资治通鉴》
第二十六卷记载了杨贵妃生子，"

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之事。这里说的洗儿钱
除了贺喜外，更重要的意义是长辈给新生儿的避邪去魔的护
身符。

宋元以后，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称为春节。不少原来属于
立春日的风俗也移到了春节。春日散钱的风俗就演变成为给
小孩压岁钱的习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是这样记载
压岁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
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到了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
后，那么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元，其寓义为"长命百岁"，
给已经成年的晚辈压岁钱，红纸里包的是一枚大洋，象征着"
财源茂盛"、"一本万利"。货币改为钞票后，家长们喜欢选用
号码相联的新钞票赐给孩子们，因为"联"与"连"谐音，预示
着后代"连连发财"、"连连高升"。

从上面的表达中不难发现，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
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它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
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百姓的欢送，民间有
“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成为一种
应时不可缺少的佳期肴。



据三国魏人张揖著的《广雅》记载那时已有形如月牙称
为“馄饨〞的食品，和现在的饺子形状根本类似。到南北朝
时，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据推测，那时的饺子煮
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
所以当时的人们把饺子叫“馄饨〞。这种吃法在我国的一些
地区仍然流行，如河南、陕西等地的人吃饺子，要在汤里放
些香菜、葱花、虾皮、韭菜等小料。

大约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一模一样，而且
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独吃。

宋代称饺子为“角儿〞，它是后世“饺子〞一词的词源。这
种写法，在其后的元、明、清及民国间仍可见到。

元朝称饺子为“扁食〞。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
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假设愚的《酌中志》载：
“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元明朝“匾
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扁食〞一名，可能出
自蒙古语。

清朝时，出现了诸如“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
有关饺子的新的称谓。饺子名称的增多，说明其流传的地域
在不断扩大。

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已有相当盛行。饺子一般要
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这时正是农
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
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桔祥如
意〞的意思。

过年吃饺子有很多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辟地，
结束了混状态，二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粮食满
囤〞。另外，民间还流传吃饺子的民俗语与女娲造人有关。
女娲抟土造成人时，由于天寒地冻，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



掉，为了使耳朵能固定不掉，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
用细线把耳朵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这
样才算把耳朵做好。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
子来，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吃。

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
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宝〞之音，二是饺子
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桔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
新的一年的祈望。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
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
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有些地区的人家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些副食以示吉利。
如吃豆腐，象征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
菜。象征三阳开泰。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
发财。饺子因所包的馅和制作方法不同而种类繁多。即使同
是一种水饺，亦有不同的吃法：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达斡尔人
要把饺子放在粉丝肉汤中煮。然后连汤带饺子一起吃；河南
的一些地区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起煮，名日"金线穿元宝"。

饺子这一节目佳肴在给人们带来年节欢乐的同时，已成为中
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局部。

中国传统的春节不仅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也是少数民族的传
统节日。春节期间，少数民族和汉族同胞一样,举行各种民间
活动，丰富多彩，喜气洋洋。

春节调查报告结论篇二

春节过后，你准备找工作吗？13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
告显示，20xx年春节假期后的第一周，全国范围内求职市场平
均24人竞争一个岗位；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



税前7754元。

上述报告显示，20xx年2月3日至2月9日之间，全国人才供需竞
争指数（供需竞争指数=收到的简历投递量/发布的职位数量）
为23.9，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平均24人竞争一个岗位。通
过与20xx年第一季度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春节假期后第一周
的竞争指数略有下降。

据了解，这份调查是基于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在线招聘的监
测数据。

报告显示，从不同城市的'竞争指数来看，在智联招聘监测的
全国34个主要城市中，20xx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求职期北京的
竞争指数依然稳居第一，为44.8。

在一线城市当中，广州的竞争指数排名跌落前10。除此之外，
成都，沈阳，深圳等城市的竞争指数也名列前茅。

报告显示，20xx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对人才的需求量最多的是
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其次是基金/证券/期货/投资行业以
及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这和去年第四季度相比，春
节假期后第一周需求最多的十大行业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报告还显示，20xx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全国求职者投递简历数
量最多的前三个行业分别是互联网/电子商务、房地产/建筑/
建材/工程和计算机软件。这与去年冬季求职期相比，排名基
本一致。

报告显示，通过汇总20xx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企业发布的在
线职位信息显示，全国34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为税
前7754元，相对于20xx年第一季度全国7018元的平均招聘薪
酬，略有上涨。

从各个城市的企业招聘数据来看，20xx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周北



京的企业平均招聘薪酬为9958元，位居第一。

此外，上海、深圳、广州的冬季企业平均招聘薪酬分别
为9845元、8662元和7937元。其他企业招聘薪酬水平进入全
国前十的城市，基本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

报告显示，从不同职业的招聘薪酬数据来看，20xx年春节假期
后第一周求职期薪酬水平排名前十的职业中，高级管理以远
远高出其他职业的19916元平均招聘月薪稳居第一名，it管理/
项目协调的招聘薪酬位列第二名。

那么，哪些行业的招聘薪酬最高？报告显示，招聘薪酬排名
前十的行业中，专业服务/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等）
以9953元的水平保持第一。基金/证券/期货/投资业行业，
以9664元排名第二位。其次为能源/矿产/采掘/冶炼行业，
为9108元。

春节调查报告结论篇三

为响应学校对寒假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方式，拓
展学习资源，拓宽学习空间，激发学习体验，我们对家乡春
节文化民俗民风展开了调查，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对东北农
村春节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形成文字展现出来，以此
来激发人们对年俗的关注，同时也为文化流失敲响警钟。

东北农村新年习俗和禁忌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
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
千百年来在每一个华夏子孙心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
地域广袤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民俗，南北方的年俗文化更
是存在巨大差异。例如09年我在海南省三亚市过得新年，大
年初一不吃饺子吃年糕，意为“一年更比一年好”。而哥哥
所在的重庆地区，新年第一餐吃汤圆，寓意着生活甜甜蜜蜜。



远在新疆的姑姑家，新年第一餐吃以大米、羊肉、葡萄干做
成的香喷喷的`普罗，还吃用面粉、羊肉等做成的包子和用带
骨羊肉做成的手抓羊肉。我从小生活在东北，记忆中每逢除
夕、大年初一都吃饺子。除夕吃饺子，取“更年交子”（来
年交好运）之意，大年初一吃饺子则是为了一年交好运。饺
子形似元宝，所以寓有进宝之意。饺子中有的馅里放糖，用
意是吃了新年日子甜美；有的馅里放花生（称长生果），用
意是吃了人可长寿；有的在一个饺子馅中放一枚钱，用意是
谁吃到了就“财运亨通”。中国的文化博大精神，正因为各
地区不同的风俗文化才勾勒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
下面就是我们调查的东北地区年俗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概况。

在东北地区正月期间的饮食有着丰富的含义，腊月初八，我
们称为“腊八”，在这一天早上，我们要吃腊八粥，教育后
人不忘勤俭。小年，就是腊月二十三，称为“辞灶”这一天
要吃水饺，大扫除，祭拜灶王爷，来保佑新的一年里丰衣足
食。腊月二十九清晨上坟祭祖，去上坟的都是家里的长者和
小孩，表达对祖先的尊敬悼念和祈求祖先保佑家人平安的心
愿，祭祖一般没有女性这是古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遗
留。除夕即大年三十，这一天就是吃、喝、玩、乐的日子，
张贴春联和福字，东北农村有个风俗，如果这一年家里有人
去世是不能粘贴春联的，去世三年才可以张贴红色春联。除
夕晚上全家团圆吃年夜饭，菜肴中必须有鱼预示着年年有余。
守岁，在十二点时吃饺子，燃放最长的鞭炮，接财神。春晚
成了全国家家户户的盛宴。全家集聚一堂，谈笑风生，守岁
过节。大年初一，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年，
早餐要吃素饺子，吃过早餐开始走访拜年，这是小孩最高兴
的一天可以收到压岁钱。大年初一有个禁忌就是不能动扫帚，
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正
月初三称为庄稼会，如果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就会
五谷丰登，粮食满仓。初五被称为元宝日，这一天吃饺子，
在新的一年里会兴旺发达，财源滚滚。初七被称为“人七
日”这一天吃面条预示着大人小孩会身体健康，无病无灾。
正月十五，这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也



称上元节，有观灯吃元宵的习俗，所以我们都叫元宵节。

在我的家乡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月禁忌剪头发，据说
剪头发方娘家舅舅，意思是正月里剪头发对自己的舅舅没什
么好处，记得小时候妈妈就不让我剪头发，现在我长大了，
社会也进步了也就没有这样的做法啦。我还听说在东北地区
正月里做媒也是不允许的，做媒有自找倒霉的意思。同时新
正月也不允许买鞋，买鞋与“买邪”同音也就是说把邪气带
回家里，是不吉祥的预兆。一个正月里处处暗藏着年俗“机
关”稍不留意就会中招。初一到初四是禁忌乱用针线的，初
五那天才可以用，被称作缝破，意思是把过去一年里的琐碎
和缺憾都缝补起来。

在家乡的新年期间对天气也格外关注，如果初一到初六天气
都为晴，那么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六畜兴旺，反之灾祸不断。
就这样的一些年俗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新春的希望，每天都期
盼艳阳高照，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希冀。这些再简单
不过的民俗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人们的希望。在人们不知不
觉遵循它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
产生动力去创造生活创造幸福。

这次调查报告让我对家乡的民俗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
系统地收集了东北地区乡村民俗的信息，想以此来激发更多
的人，去关注年俗，关注身边的普通文化，捍卫乡土文化，
避免文化的大量流失。

春节调查报告结论篇四

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俗称过年。
而春节的习俗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现在，许多国家也有了
过春节的习俗。

在世界上，据统计，除了中国外还有，中国、韩国、朝鲜、
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等国家把春节定为法定节日。

他们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比如：新加坡：成千上万人购年糕。

春节是新加坡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在年市上，各种年货
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过去中国过春节的传统习俗，如祭灶、
迎神和吃年饭等，在新加坡的华人中几乎都保留了下来。至
今，新加坡华人们还认为，年糕象征着“年年高升”，桔子
象征“大吉大利”，因而是家家户户过春节的必备品。新加
坡还从中国的广东和香港等地进口年糕、潮柑和盆栽金桔应
市。春节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来到年市选购年糕等年
货。

春节调查报告结论篇五

所有报告应包括以下几部分：

1、标题：观点式标题，

3、正文：为调查报告的核心部分，包括活动情况、经验体会、
理性思考、存在问题等内容。

4、结语：可以写出对此次活动的意见或建议。

5、落款：署名和报告时间。写上团队名称，报告完成的时间。

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撰写必须是经过实地考查，实事采
集，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撰写出有实际内容、理论水平和
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不得抄袭他人成果。

1、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材料的获取

（1）必须亲自调查获取第一手材料，调查报告的材料必须是
真实可靠的；



（2）在调查报告中，应提供材料的来源，反映材料获取的过
程。

2、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写作要求

（1）须注明调查的对象、时间、地点、内容和主题，以及调
查的主要方法；

4、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字数在3000—5000字左右。（团
队5000，个人3000）

1、内容

必须包含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四个部分；如有引用他
人文章的还要加注参考文献，具体顺序如下：

（1）标题

（2）摘要

（3）关键词

（4）正文

（5）参考文献

2、版式要求

（1）纸张：a4纸

（2）字号及字体：姓名用4号仿宋；院系、年级、专业、学
号及电话号码小4号宋体；标题部分2号宋体字；摘要部分小4
号楷体字，摘要黑体字；正文部分一级目录小4号黑体，其他
部分小4号宋体字；引文小4号宋体字。



（3）行间距：行距为19磅固定值，字间距为标准值。

（4）页边距：上3.0cm，下2.5cm，左2.8cm，右2.8cm，页
脚1.5cm。

1、交稿的时间定于下学期开学后第一周晚点名。

2、以班级为单位，由班长统一收齐后交实践部。交稿时须清
点报告份数，并登记。

春节调查报告结论篇六

中国春节

上网查阅资料

春节的习俗，一般有：贴春联、贴门神、桃符、贺年卡、扫
尘、守岁、拜年、贴窗花和倒贴福字、年画、放爆竹等。春
节一般会吃年糕、饺子、春饼等。

春节的来历有一种传说，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
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
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
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有一年
除夕，从村外来了个乞讨的老人。乡亲们一片匆忙恐慌景象，
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了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
避“年”兽，那老人捋髯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
我一定把‘年’兽撵走。”老婆婆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
笑而不语。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
往年不同：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
明。“年”兽浑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将近门口时，院内突
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
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
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



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蹿了。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
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这时，老婆婆才恍
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这件事很快
在周围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
（客家人的传说）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
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
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守岁，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
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
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
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守岁的习俗，既有对
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
好希望之意。

我国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揭开序幕的。祭灶，是一项在我国
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
设有“灶王爷”神位。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
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
“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
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
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
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
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
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
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部新，消灾祈福为中心。

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
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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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
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
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