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冬至日新闻稿(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冬至日新闻稿篇一

冬至，在农历中是一个重要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之一。而冬至吃饺子，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为了弘扬传
统文化、增进同窗情谊、学习包饺子技能、让同学们过一个
温馨的冬至节、展现科大的人文情怀，20xx年12月20日，冬至
的前一天晚上，数学院xx级本科1班举行了冬至包饺子的集体
活动，班主任许斌老师和不少2班3班同学也参加了活动。

团支书郑雪华同学早早联系好了食堂，食堂的叔叔阿姨们为
大家准备好了包饺子的食材、面案。活动在晚上7点准时开始，
同学们热情高涨，都积极参与，大家围在一起，包出各式各
样的饺子。各地习俗不同，饺子样式也各不一样。不同样式
但各具美感的饺子端坐盘上，煞是好看；当然也有一些同学
不太熟悉包饺子的手法，包出来的饺子歪歪扭扭、憨态可掬，
让人忍俊不禁，场面很是精彩。包饺子的'过程中，欢声笑语
不断，大家齐心协力、一排排独具个性的饺子很快就摆满了
一个个盘子。

“开饭咯！”随着食堂大叔热情的呼声，一盘盘热气腾腾的
饺子端上了餐桌，饺子的香气溢满了屋子。吃着自己亲自动
手包的饺子，大家体会到了合作的快乐和集体的温暖。

这次活动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快乐，放松了心情，还增进了
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心，同时也丰富了同学们



的课余生活，让大家感受到了xx级数院的温暖。

冬至日新闻稿篇二

冬至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同时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
在苏州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传统的姑苏人家，会在
冬至夜与家人团聚，共同准备一桌丰盛的冬至夜饭、畅饮冬
酿酒、吃冬至团，寄托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在苏州大学，每
年冬至节也是苏大学子们期盼的美食节，这份传统一直代代
相传。

12月20日，苏州大学20xx校园美食节拉开帷幕。三个校区内
的学生食堂人头攒动，同学们排起长队，兴致勃勃地使用冬
至加餐券购买苏式糕点、卤菜、饺子等特色小吃。在东校区
四食堂内，后勤工作人员精心布置了的大运河餐饮文化进校
园活动吸引了众多学子的眼球。一组组精美的图片，介绍了
大运河沿岸城市历史上有名的饮食文化――既有食具的介绍，
也有食物的介绍，还有关于饮食的诗画介绍。“在这些图片
里，我了解到非常多的新知识，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真是非
常伟大，一炊一食，无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思，希望
我们能把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好。”东吴商学院的胡梦
妍同学说。

在独墅湖校区，校研究生会组织了“文化暖冬，相约冬至”
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以苏州传统手工艺为主题，学子们一起
描画流光溢彩的花灯、制作热烈静美的剪纸、体验妙趣横生
的字谜，同学们通过身体力行，切身感受那些跳跃在指尖上
的文化艺术，更好地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紫卿书院邀请书院学子和外国留学生一起走进书院社区，开
展彩色扎染、画脸谱、体验民族乐器等传统文化活动，通过
体验传统文化之美，感受辛勤劳动之乐，以美温润心灵，以
劳提升素养，激发紫卿青年文化自豪感和价值认同感，引领
青年学子做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



传媒学院在20xx年冬至“感受传统文化 传承苏州味道”文化
寻味活动中，邀请制作师傅带领学子们动手制作糕点，让同
学们了解苏州糕点文化，亲身参与到冬至盘糕点的制作过程
中，并将劳动成果与同学朋友分享，让同学们感受到在劳动
中传承文化，在劳动中分享快乐。

冬至活动中，学校还举办了包饺子活动，老师和同学们相聚
在一起边包饺子边闲话家常。和面，拌馅儿，你擀皮儿，我
包饺子，大家分工配合，有条不紊，时不时地还相互切磋包
饺子的技巧。虽然天气严寒，但是在活动现场却是暖意融融。

“参加学校举办的冬至美食节活动，我们虽然是外国人，却
也能感受到现场浓浓的节日氛围，非常开心。拿着学校发的
餐券来食堂吃饭，感到很温暖。”来自阿富汗的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的爱德华同学分享道。今年活动中，学校依旧为同
学们发放每人10元加餐券。

包饺子活动中，各校区同学们第一时间将饺子送到为学校和
师生们辛勤付出的保洁阿姨、宿管阿姨和保安大叔，向他们
传递暖暖的情意。在东校区工作了七八年的宿管陈师傅从同
学手中接过热气腾腾的饺子，十分感动，“谢谢同学们能记
起我，在大冬天吃到同学们送来的饺子，感觉到十分温暖，
也非常感谢同学们平时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据悉，苏州大学在20xx冬至系列活动还将推出“苏大年味”
专栏、迎冬至九九消寒图设计、剪纸与春联制作、劳动竞赛
等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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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又称冬节、亚岁等，是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
在民间更是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包饺子、吃饺子作为
冬至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寓意着美好和团圆。



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丰富小区生活，为广大业主营造一个
幸福、和谐的居住氛围。12月21日，我司各居住项目管理处
分别开展了以“情暖冬至，佳节安康”为主题的送姜茶、包
饺子活动。

姜茶具有驱寒除湿、暖胃和预防感冒的功效，趁热饮用效果
最佳。一大清早，管理处工作人员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在
小区门岗处为进出业主送上冲泡好的“冬日第一杯姜茶”和
节日祝福，用暖心之举驱散冬日寒冷。

喝完了暖心又暖胃的姜茶后，冬至包饺子活动正式开始。剁
馅、拌料、和面、擀皮，早已等候多时的业主们迫不及待地
秀出自己的拿手强项，并互相切磋和交流技巧，在欢声笑语
中，一次次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各项目服务中心，业主和工作人员品尝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我
子女常年在外地工作没法陪伴在身边，是你们物业工作人员
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传统佳节”年近七旬但依旧身体依旧
硬朗的阮奶奶如是说。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们还不忘为小
区业主，尤其是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去饺子，用行动传递
温暖与关爱。

此次冬至活动的顺利举办，是我司在党建引领下稳步扎实提
升服务质量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司严格按照“965”服务办法将
“亲情服务每一天”的工作理念落到实处的具体举措。在接
下来的工作，我司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深入开展红色物业
建设，并通过拓展“965”服务办法的深度和广度，持续聚焦
一老一小，进一步为广大业主提供优质服务，为各在管小区
营造一个幸福、和谐的居住氛围。

冬至日新闻稿篇四

座谈会上，梅宝菊要求驻村工作队认真贯彻落实省驻村办关



于春节期间慰问走访困难群众的有关通知要求，充分发挥省
直机关党建优势，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杨中军详细询
问了孟李庄村20xx年脱贫攻坚情况，仔细了解了驻村工作队
在体育扶贫中遇到的困难并商谈解决的思路和办法。他指出，
驻村工作队要紧密围绕"加强班子建设、落实基层民主制度、
搞好精准扶贫、为民多办实事"的工作思路，认真践行局党组
提出的"单位做后盾、领导负总责、个人当代表、全局共出力、
体育突特色"的扶贫指导思想，努力带领全村群众早日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

走访慰问贫困户过程中，梅宝菊察看了驻村工作队工作成效、
了解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精准扶贫的相关情况，并详
细询问了李德祥、郭三高、李焦氏等10余户政府兜底贫困家
庭的生活状况和困难。并嘱咐他们一定要保重身体，鼓足干
劲，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帮助困
难群众早日摆脱困境，过上幸福和祥的日子。

慰问结束后，局领导还实地察看了省体育局驻村帮扶集体经
济产业项目--太平镇文化体育园，听取了创建全民健身示范
镇的.工作情况，并对驻村工作队20xx年驻村"加强班子建设;
加大精准扶贫力度、发展村集体经济产业;加快新型社区建设、
搞好旧村落拆迁工作;继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完善村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等工作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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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龙华区福城街道兴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冬至日义
工团建"活动，以传统节日冬至为契机，通过趣味小游戏、包
饺子、美食分享等环节让义工们在寒冷的冬季感受到社区的
温暖，同时增强义工队伍的凝聚力，让其继续在社区义工岗
位上发光发热。



活动现场，义工们首先玩起了团队游戏——搬运气球，大家
齐心协力将气球运送到终点线，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
在包饺子环节，大家一起切菜、调饺子馅、包饺子，不一会
儿，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就新鲜出炉了。

活动最后，义工们逐一分享自己带来的'美食，有砂糖桔、拍
黄瓜、小蛋糕，还有义工骨干李玉英夫妻手工制作的汤圆。
大家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交流节日习俗和义工经验，气氛其
乐融融。活动中，义工们不仅感受到了快乐，放松了心情，
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冬至日新闻稿篇六

冬至吃饺子是我国传统习俗。为了让广大干部职工感受佳节
的浓厚氛围，进一步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12月21日，我
集团公司组织开展迎冬至包饺子活动。

活动前，职工餐厅精心准备，提前备足当日所需食材和原料。
上午9点半，员工陆续到达集团公司餐厅参加活动，大家热情
高涨、分工协作，摘菜、调馅、和面、擀饺子皮、包饺
子......，一条饺子生产线在分工中形成了，大家忙得不亦
乐乎。经过1个多小时的.忙碌，一盘盘形态各异的饺子展现
在大家面前。活动结束后，大家吃着饺子，聊着家常，现场
气氛和谐，到处洋溢着“家”的味道、“家”的温馨。

本次活动不仅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更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让大家感受到了城投大家庭的温暖和关怀。

冬至日新闻稿篇七

12月21日上午，县纪委监委党总支组织开展了“温暖冬至”
主题党日活动。县纪委监委分包脱贫户党员深入到脱贫户家
中，为他们送去饺子、台历等慰问品，与脱贫户一起包饺子、



吃饺子、话家常，详细了解脱贫户近期情况，确保困难群众
在严寒的冬日吃上了热乎乎的饺子，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
暖，度过了一个舒心、暖心的节日。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当天，县委组
织部党支部积极开展“主题党日”实践活动，走深走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全体组工干部带着对脱贫户的牵挂，把祝
福融入问候里，为脱贫户们送去饺子，鸡蛋等慰问品，让这
个寒冬不寒，冬至幸福至。

当我们感受到冬意渐浓的气息时，也迎来了20xx年最后一个
节气——冬至。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邱县各学校积极开展冬至主题教育活动，师生在欢快的氛围
中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感受集体生活的幸福与美好。

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河北频道等国家级媒体以视频、图
文形式报道邱县第五幼儿园多样活动迎冬至。孩子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包饺子、画饺子，体验包饺子的成功和乐趣。

该校举办“忆传统 迎冬至”教职工包饺子比赛活动。 6支队
伍全心投入、各展其能，每组队员间分工明确、默契配合。
揉面、揪团、压平、擀面，一气呵成；放肉馅、捏饺皮、摆
造型，完整连贯。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冬至的温暖与快乐充
溢在每个人的心里，也包进了每一个玲珑可爱的饺子中。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感受家的温暖，贺
堡民族小学全体教职工亲手为孩子们送上了丰盛的“饺子盛
宴”。 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同学们说感觉好幸福，享受到了
老师们动手制作的美食，感觉就是不一样，一个字–––爽！
这是我们在学校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节日！

冬至，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传统节
日。 该校组织教师开展“情暖冬至，饺子飘香”活动。 老
师们在一起，包饺子，话情长，活动场面暖流滚滚，其乐融



融。 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被端上了
餐桌，吃着大家自己包的香喷喷的饺子，大家感受到了青春
的快乐和集体的温暖。

为了让学生了解冬至风俗，弘扬民族文化，邱县特殊教育学
校召开“冬至—饺子宴”主题活动。通过讲解节日的由来、
风俗、包饺子、诵古诗，看视频等形式，让学生通过亲自动
手操作体会包饺子的感受，体会节日的气氛。

为了让幼儿了解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内涵，弘扬民俗文化，邱
县第二幼儿园组织了"快乐冬至，情系童心”冬至主题活动。
让幼儿知道了冬至节气的来历和冬至要吃饺子的习俗，锻炼
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身
上不断的传承下去。

冬至系列活动的开展，既丰富了校园课余生活，促进了沟通
交流，培养了的团队协作精神，而且释放了老师们平时紧张
工作的压力, 让老师们能用轻松的心态对待下一阶段的工作。
同时也让广大师生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集体的温馨，在弘
扬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为冬日的校园增添了温馨的气息。

冬至日新闻稿篇八

20xx年的冬至，如约而至。为了感受家乡冬至传统习俗，构
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增强家校凝聚力，12月21日，市实验小
学组织部分家长和学生走进桐城市校外研学实践营地，共同
参与丰富多彩的亲子实践活动。

在桐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家长和孩子们参观了桐城的
特色美食、传统渔业习俗、书画作品展览。

在环保主题体验馆，同学们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大自然
的魅力。在垃圾分类体验处，孩子们纷纷上台，在游戏中体
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消防安全模拟厨房，还原了厨房油锅起火和煤气泄漏等虚拟
情境，孩子们通过仿真体验，迅速掌握相应的应急厨房灭火
措施。孩子们还饶有兴趣地参与了一场安全知识竞赛。

在桐城故事展厅，孩子们回望桐城历史，了解桐城故事，感
受桐城名人事迹。

走出展厅，亲子实践活动正式开始，孩子和家长们进行了大
脚丫的比拼和拔河比赛，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在比
赛中体验亲子团队合作的力量。

孩子们最兴奋最期盼的就是下午做南瓜粑实践活动，看他们，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吃到自己亲手做的南瓜粑，心里都乐
开了花。

时间匆匆流过，一天的亲子之旅、冬至之行圆满结束。实验
小学的研学活动已呈常态化，相信通过这次亲子实践活动，
能进一步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增进亲子感情，有效培养他们
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使课本知识更加鲜活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