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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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报告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说都是至关重
要的。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社会调查报告我的家乡篇一

一、农贸市场

今年没有了以往那种骗钱活动，这也是可以看出人们素质得
到一定的提高的一个方面。

在菜市场，我发现这里的蔬菜的品种齐全、新鲜，还有很多
超市没有的种类。而且菜价相对要便宜，买菜方便快捷也是
很有利的`方面。它满足其他生活习惯。如与老朋友们见见面，
买点新鲜菜，唠唠家常，相互排解烦恼。而且方便各地菜农
进城卖菜。对搞活农产品流通、增加农民收入、丰富城市居
民的“菜篮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同时我也发现不小困扰农贸市场的问题：

1、吵架的多、骗人的多

3、无证占道市场问题突出，监管难度大，商品质量无法保证，
食品安全隐患非常突出，同时市场内环境脏乱差，达不到创
卫的基本要求，还严重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占道经营堵住
消防通道。

4、城市农贸市场“生活垃圾增多”、“环境卫生低
下”、“土地资源浪费”三大弊端，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



对于市民来说，可以吃到安全、卫生、无农药残留的肉菜粮。
去菜市场买菜，凌乱嘈杂的环境让人不满意。

二、小卖部：在农村是很方便村民买杂物的个体经营户。

我在小卖部看到包括巧克力、薯片、可乐、方便面、蜜饯、
冰淇淋等各种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垃圾食品”的食物。一些
小朋友午饭不好好吃，却去小卖部买零食填肚子。

而且很多小卖部存在的“三无”食品充斥柜台、食品储藏保
管、防范不严、经营者进货不从正规渠道，而是来自一些个
人作坊、地下工厂，这些非法厂家所生产的食品和饮料成本
低廉，加工工艺落后，包装粗糙，容易被污染，达不到规定
的卫生标准，并且含有大量的工业色素、防腐剂物质，与正
规厂家的产品相比，这些食品、饮料价格低，中小学生对食
品的质量优劣辨别能力差，只要价格低就毫无顾忌地去购买
食用，因此，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再说也不利于学生良好
的行为习惯的培养。大多数的小卖部面积狭小，却又货物繁
多，摆得凌乱不堪，更有甚者，营业室和宿舍厨房合三为一，
卫生状况更加糟糕，有些个体商店业主，为贪图方便和节省
费用开支，一次性购进很多的副食品，导致一部分贮存期短
的食品变质，如饼干、饮料、酱油、食盐等，农民食用这些
过期食品危害身体健康。在农村小商店，商品的标价混乱，
哪种商品紧俏，价格就会上去。有些商品卖出去，根本谈不
上什么售后服务，老百姓只好吃一次亏作罢。

(一)、改善方法：

1、有隔离地面的平台和层架。

2、有存放食品的橱柜、橱窗，经营奶制品必须有冰箱、冰柜，
经营蛋糕、面包。

3、经营外放食品必须有防蝇、防鼠、防尘设施。



4、有消毒、消防设施。

5、小卖部必须远离污染源，环境卫生、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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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回家购物是每年必备节目，年尾时和家人一同去购物，
买水果和对联以及一些过年的杂物。首先是到市场买东西，
首先给我最大感触是乱、挤、吵，给被围在人群中不能走动，
人一种闪躲不及的感觉。叫卖的人在大声推销自己的商品，
热情地对顾客介绍，在市场两旁都是杂货店，无非是一些锅
碗瓢盆笤帚簸箕，还有拖鞋背包之类。

经过观察，我得出以下观点：

一、农贸市场

今年没有了以往那种以看人妖或者人蛇为幌子的骗钱活动。
这也是可以看出人们素质得到一定的提高的一个方面。

在菜市场，我发现这里的蔬菜的品种齐全、新鲜，还有很多
超市没有的种类。而且菜价相对要便宜，买菜方便快捷也是
很有利的方面。它满足其他生活习惯。如与老朋友们见见面，
买点新鲜菜，唠唠家常，相互排解烦恼。而且方便各地菜农
进城卖菜。对搞活农产品流通、增加农民收入、丰富城市居
民的.“菜篮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同时我也发现不小困扰农贸市场的问题：

1、吵架的多、骗人的多

3、无证占道市场问题突出，监管难度大，商品质量无法保证，
食品安全隐患非常突出，同时市场内环境脏乱差，达不到创
卫的基本要求，还严重影响行人和车辆通行，占道经营堵住



消防通道。

4、城市农贸市场“生活垃圾增多”、“环境卫生低
下”、“土地资源浪费”三大弊端，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
对于市民来说，可以吃到安全、卫生、无农药残留的肉菜粮。
去菜市场买菜，凌乱嘈杂的环境让人不满意。

三、小卖部：在农村是很方便村民买杂物的个体经营户。

我在小卖部看到包括巧克力、薯片、可乐、方便面、蜜饯、
冰淇淋等各种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垃圾食品”的食物。一些
小朋友午饭不好好吃，却去小卖部买零食填肚子。

而且很多小卖部存在的“三无”食品充斥柜台、食品储藏保
管、防范不严、经营者进货不从正规渠道，而是来自一些个
人作坊、地下工厂，这些非法厂家所生产的食品和饮料成本
低廉，加工工艺落后，包装粗糙，容易被污染，达不到规定
的卫生标准，并且含有大量的工业色素、防腐剂物质，与正
规厂家的产品相比，这些食品、饮料价格低，中小学生对食
品的质量优劣辨别能力差，只要价格低就毫无顾忌地去购买
食用，因此，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再说也不利于学生良好
的行为习惯的培养。大多数的小卖部面积狭小，却又货物繁
多，摆得凌乱不堪，更有甚者，营业室和宿舍厨房合三为一，
卫生状况更加糟糕，有些个体商店业主，为贪图方便和节省
费用开支，一次性购进很多的副食品，导致一部分贮存期短
的食品变质，如饼干、饮料、酱油、食盐等，农民食用这些
过期食品危害身体健康。在农村小商店，商品的标价混乱，
哪种商品紧俏，价格就会上去。有些商品卖出去，根本谈不
上什么售后服务，老百姓只好吃一次亏作罢。

（一）、改善方法：

一、硬件设施



1、有隔离地面的平台和层架。

2、有存放食品的橱柜、橱窗，经营奶制品必须有冰箱、冰柜，
经营蛋糕、面包。

3、经营外放食品必须有防蝇、防鼠、防尘设施。

4、有消毒、消防设施。

5、小卖部必须远离污染源，环境卫生、整洁。

二、软件设施

1、有食品卫生管理检查制度。

2、有采购、索证（商家身份证、产品合格证、卫生许可证的
复印件及联系电话）制度及记录，食品验收制度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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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目的：通过对武平县的调查反映近年来的发展面貌，从
而体现出武平县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生活和经济方面取得
巨大的进步，为武平县以后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政策和经
验。并为将来的武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调查地点：武平县平川镇十方等各乡镇及相关部门

调查过程：

1、武平概况：武平县地处福建省西南部，位于闽、粤、赣三
省交界处，东邻福建省上杭县，西接江西省寻乌、会昌县，
南连广东蕉岭、平远县，北靠福建省长汀县，是闽西、粤东、
赣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中转、集散地，素有闽西“金三
角”之称，全县土地面积2630平方公里，辖17个乡(镇)，总



人口37万。是革命老区县、中央苏区县。

武平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
季分明，夏长冬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干湿季节分明。
年平均气温17-19.6度，年降雨量为1450-2200毫米，生态环
境质量居全省第二位。

武平自然资源丰富，煤炭储量7000万吨，石灰石2.8亿吨，膨
润土1300多万吨，白云石1.8亿吨，锰矿200万吨，还富含铁、
钼、铀等金属矿及稀土、石英石、大理石、钾长石、莹石等
非金属矿产资源;林地面积320万亩，木材蓄积量1100多万立
方米，水力资源丰富，全县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1.6万千瓦。

武平系客家聚居地，这里有世界独特的“百家姓镇”姓氏文
化，有客家人的保护神定光古佛和何仙姑构成的“仙佛文
化”，还有“上刀山、下火海、捞油锅”等神奇民俗绝技;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梁野山生态瀑布群、闽粤交界处神奇的丹霞
地貌狮子山等自然景观资源，是旅游、休闲、娱乐的风水宝
地。

近年来，武平县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境内交通便捷，路网
纵横交错，已基本完成通村、乡镇公路的路面硬化工程。国
道205线，省道309线、206线贯穿境内，广东梅州至武平岩前
高速公路底建成通车(20底，武平至汕头、深圳、东莞、广州
已是全程高速)，与之相接的永安到武平高速公路年全线动工
建设，2019年可建成通车;上杭至梅州铁路、江西定南经武平
至漳州古雷港高速公路已列入省“”规划。综合通信能力不
断提高，程控电话可直拨世界各地，移动通信已覆盖全县各
地，网络通讯迅猛发展;现有水电装机容量10万千瓦，由三
条110千伏输变电线路，3座110千伏和9座35千伏变电站构成
的独立电网，既可并入省网运行，又可自行对外供电。现正
在兴建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城镇化进程加快，山水园林式
风景城市已初具规模，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2、武平发展特色农业：武平县素有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之称。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
传统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根本变化，粮食市场趋于饱和，
种出的粮食卖不出去。谷贱伤农，怎么办?武平的决策者们清
醒地看到严峻的现实，他们由此作出了一个重大选择：以市
场为导向，由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变，走发展特色农业路
子。

针对去年广东沿海受台风灾害无法种菜状况，该县充分发挥
毗邻广东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县蔬菜发展公司为龙
头，选定岩前、东留、十方、万安、中山等乡镇为反季节蔬
菜生产基地。并以调整种植业结构为契机，筹建了富方农作
物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形式，
建立示范基地1200亩，其中公司经营800亩，“公司+农户”
共同经营400亩。通过基地示范种植，辐射和带动了全县种植
业规模发展。去年，全县种植夏阳白菜、黄瓜、台湾长茄、
苦瓜等20多个品种反季节蔬菜2万亩，总产量3万吨，全部外
销广东，实现总产值5400万元，菜农仅种菜一项人均增
收1000元。东留乡大联村农民罗盛金到外村租地40多亩种植
高山反季节蔬菜，年纯收入达到6万多元。同时该县还大力发
展食用菌，依托县农经开发公司从外地引进白背毛木耳、茶
薪菇、杏鲍菇等优良菌种，在全县17个乡镇建立食用菌生产
基地，带动2万多农户参与种植。去年全县种植香菇1500万袋，
栽培蘑菇、姬松茸食用菌8万平方米，栽培鸡腿菇、竹荪等珍
稀食用菌450万袋，实现菌业产值8000多万元，出口创汇150
多万美元。食用菌已成为该县一大支柱产业。

为使农民适应并跟上特色农业要求，武平县扩大和完善了县、
乡、村、组、户“五位一体”的科技服务网络，县、乡均实
行了“一师一技一项目”工作责任制，全县300多名科技人员，
每人都带技术和项目走村串寨，以技术承包的形式，与农民
结成科学种养联合体，在全县建立了3个农科教示范
乡(镇)、5个科技示范乡、36个科技示范村和6000户科技示范
户，开展科技示范、试点、推广活动，使全县90%以上的青壮



年农民熟练掌握了1至2门以上实用致富生产技术。在万安乡
种养大户谢月华的保鲜香菇大棚里，笔者见他正按食用菌培
训班上学到的栽培技术接种保鲜香菇，他告诉笔者，要取得
好效益，就得科学种植。科技与产业的有效结合，使该县特
色农业如虎添翼，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全县已形成26万多
亩茶叶、849万亩水果、15万亩大头典竹、1万亩芳樟的种植
规模。创办了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的养殖场1家，年出
栏1000头以上的14家。该县果茶、大头典竹、芳樟、生猪已
成为与蔬菜、食用菌齐驱并进，促进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在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武平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
产品变成商品，变成农民手中实实在在的钞票，让农业丰收、
农民增收，农民才会尝到发展特色农业的甜头。为此，该县
围绕解决农副产品“卖难”等问题，狠抓市场体系和农字号
龙头企业建设，开辟农业增效捷径。

在拥有150万袋保鲜香菇、6500亩反季节蔬菜、138万亩果茶
生产基地和8个瘦肉型猪综合养殖场的东留乡，这里的农民已
不再为“卖难”而愁眉苦脸了。，这个乡多方筹集了200多万
元，兴建了大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每到农产品成熟季节，
经该市场发往江西、厦门、广东等地的农副产品每天不少
于10辆车。香港德能公司的陈老板还长驻该市场收购鲜菇，
加工后全部销往香港。

像这样的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在武平县有10多家。在全
县形成以城关市场为轴心，岩前、东留市场为两翼，面向广
东、江西的扇状边界市场网络。同时，大力兴建农副产品加
工、销售“龙头”企业。引进台资成立了年加工茶叶100万公
斤的皇茗茶果林有限公司，与莆田闽中蔬菜厂合作兴办了一
家脱水蔬菜加工厂，如今该县已拥有县农经开发公司、县蔬
菜发展公司、桃溪茶叶精制厂等近20家“龙头”骨干企业。
还出台优惠政策，去年抽调了150多名干部参与边贸流通和农
业开发。现全县已形成近2万人的流通队伍，活跃在全国20多
个专业批发市场。东留乡大明村何文斌成立农副产品经营部，



把当地的水果销往广东水果专业批发市场。去年该乡2019多
吨水果销售一空，果农仅此一项比去年增收200多万元。畅通
的销售渠道使全县食用菌、蔬菜、生猪、果茶等产品85%以上
外销至广东、江西等省及本省厦门、漳州沿海地区。

特色农业为武平农民打开了致富大门，给全县农业增添了发
展后劲，在广袤田野闪现出希望的光芒。

3、武平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今年3月3日，武平县永平乡孔下
村谷夫“森林人家”挂牌开业，为游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梁
野山的人们提供餐饮、休闲服务。武平县依托良好生态环境，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使该县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今年1
至2月全县共接待游客3.5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80.2
万元。

武平县大胆突破“武平无旅游”的思维误区，解放思想，独
辟蹊径，于2019年将坐落在东留乡中坊村的1.3万亩林地，承
包给厦门伟立原生态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让其
进行管护和开展非伐木经营，建设原生态无污染示范茶园，
成功打响武平原生态观光旅游“第一枪”。随着原生态观光
旅游茶园的发展，该县对武平旅游发展的策略、在闽西旅游
格局中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晰。2019年，通过专家们历时10个
月的编制，终于确立了围绕“生态武平、客家圣地、心灵家
园、回归之旅”主题，构建“一一三三四”旅游发展格局，
即以县城为中心，以梁野山为核心旅游区，顺着岩前、中山、
桃溪三个节点建立三条辐射轴，形成梁野山旅、岩前宗教朝
圣、中山百家姓古镇、桃溪生态与农业四大旅游区，打
造“中国生态旅游大县”的发展目标。

围绕这一旅游定位，武平县完善旅游招商平台，积极开展招
商引资活动，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把项目落地生成作为
旅游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开发推出新的景区景点。围绕
着发展绿色经济，该县引进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等投资商，启
动建设武平生态休闲度假村、梁野山生态旅游开发、下东温



泉度假村、碧水庄园、岩前蛟湖旅游开发、武平紫金酒店、
象洞白水寨、碧水公园改造、文博园等项目，致力于至2019
年把梁野山生态旅游区建成国家4a级以上旅游区，把武平紫
金和温泉度假村建成四星级酒店，把仙岩旅游观光茶园建成
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把中山镇、城厢云礤村、岩前灵岩村
建成旅游名镇、名村，形成一批休闲度假特色旅游区，使旅
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该县还结合县城城市建设，抓好刘亚楼将军广场、文博园、
河滨公园、星级酒店、企业会所、美食一条街等建设，不断
提升城市品牌，打造闽粤赣边山水风景园林城市。同时，该
县全力推进永武高速公路(武平段)建设，促进县城至十方高
速公路立项和开工，实施省道205线永平至湘店公路改扩建，
实施部分通自然村公路硬化工程，不断加大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另外，该县还加大旅游推介力度，邀请各级媒体来武平
采风考察，在沿海举行生态旅游推介会，筹划举办特色节庆，
通过整合武平绿茶节、民间文化艺术节、定光古佛和何仙姑
祭祀等活动，逐渐树立武平良好的旅游形象。

4武平发展绿色经济作为革命老区，武平县致力于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在实施“项目兴县”战略的同时，把协调“吃山”与
“护林”当作发展绿色经济的突破口，通过实施保护生态环
境、拓展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工业、培育生态旅游、建设生
态城镇等，建设海西绿色食品供应基地，重点发展生态型畜
牧业，竹、林、果、菜、菌等绿色食品和优势产业;积极改造
传统产业，通过提升产业结构，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全力打造“中国
生态旅游大县”，启动建设武平生态休闲度假村、梁野山生
态旅游开发、下东温泉度假村、碧水庄园、岩前蛟湖旅游开
发、象洞白水寨、碧水公园改造、文博园等旅游开发项目;以
集镇建设为重点，加快给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

武平县还以资源整顿为切入点，将单纯的矿业经济向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的加工工业推进。同时加强了平
川河整治力度，建起城区第二水源保护区。如今，该县培育
生态公益林90.6万亩，林木蓄积量为1100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79.2%，生态环境质量居全省第二位。

三、调查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武平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的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
时俱进，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国民经
济步入快车道，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武平这个小小的城市在党领导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贫困到小康生活，矮平房到高楼大厦，
黑白电视变彩电，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除了解决温饱问题，
还注重精神生活。

武平取得辉煌成就：1、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2、农业经济稳步发展，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3、工业
经济迅速崛起，重点产业贡献突出。4、固定资产投资硕果累
累，城市面貌焕然一新。5、流通市场繁荣活跃，人民生活水
平明显提高。6、财政实力显著增强，金融信贷日益活跃。此
外，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得到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成效
显著，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卫生医疗条件显著改善，文化体
育事业不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我们
武平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创出一个美好的新生活。

四、调查报告总结：

作为一名中专生，这是我进入中专后的第一个假期，而这次
的社会时间活动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进入社会，靠自己的力
量做一点事;第一次尝试在去有意识的完成一个课题;第一次
去做一些调查，第一次去做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事情;第一
次体会大家一起用心，劲往一处使，努力完成调查，分析问
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总之，参加这次社会实践，这次



实践活动让我体会了很多，深深感受到家乡经济发展的巨大
变化以及人们生活的日益优越，更感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优惠
对家乡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对于自身，不仅丰富了阅历，增
加了经验，还有利于我们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信武平的美好前途指日可待。

社会调查报告我的家乡篇四

调查目的： 通过对武平县的调查反映近年来的发展面貌，从
而体现出武平县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生活和经济方面取得
巨大的进步，为武平县以后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政策和经
验。并为将来的武平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调查地点：武平县平川镇十方等各乡镇及相关部门

调查过程：

1、武平概况：武平县地处福建省西南部，位于闽、粤、赣三
省交界处，东邻福建省上杭县，西接江西省寻乌、会昌县，
南连广东蕉岭、平远县，北靠福建省长汀县，是闽西、粤东、
赣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物资中转、集散地，素有闽西“金三
角”之称，全县土地面积2630平方公里，辖17个乡(镇)，总
人口37万。是革命老区县、中央苏区县。

武平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
季分明，夏长冬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干湿季节分明。
年平均气温17-19.6度，年降雨量为1450-2200毫米，生态环
境质量居全省第二位。

武平自然资源丰富，煤炭储量7000万吨，石灰石2.8亿吨，膨
润土1300多万吨，白云石1.8亿吨，锰矿200万吨，还富含铁、
钼、铀等金属矿及稀土、石英石、大理石、钾长石、莹石等
非金属矿产资源;林地面积320万亩，木材蓄积量1100多万立



方米，水力资源丰富，全县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11.6万千瓦。

武平系客家聚居地，这里有世界独特的“百家姓镇”姓氏文
化，有客家人的保护神定光古佛和何仙姑构成的“仙佛文
化”，还有“上刀山、下火海、捞油锅”等神奇民俗绝技;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梁野山生态瀑布群、闽粤交界处神奇的丹霞
地貌狮子山等自然景观资源，是旅游、休闲、娱乐的风水宝
地。

近年来，武平县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境内交通便捷，路网
纵横交错，已基本完成通村、乡镇公路的路面硬化工程。国
道205线，省道309线、206线贯穿境内，广东梅州至武平岩前
高速公路2019年底建成通车(2019年底，武平至汕头、深圳、
东莞、广州已是全程高速)，与之相接的永安到武平高速公
路2019年全线动工建设，2019年可建成通车;上杭至梅州铁路、
江西定南经武平至漳州古雷港高速公路已列入省“”规划。
综合通信能力不断提高，程控电话可直拨世界各地，移动通
信已覆盖全县各地，网络通讯迅猛发展;现有水电装机容量10
万千瓦，由三条110千伏输变电线路，3座110千伏和9座35千
伏变电站构成的独立电网，既可并入省网运行，又可自行对
外供电。现正在兴建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城镇化进程加快，
山水园林式风景城市已初具规模，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2、武平发展特色农业：武平县素有国家商品粮基地县之称。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
传统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根本变化，粮食市场趋于饱和，
种出的粮食卖不出去。谷贱伤农，怎么办?武平的决策者们清
醒地看到严峻的现实，他们由此作出了一个重大选择：以市
场为导向，由传统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变，走发展特色农业路
子。

针对去年广东沿海受台风灾害无法种菜状况，该县充分发挥
毗邻广东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县蔬菜发展公司为龙
头，选定岩前、东留、十方、万安、中山等乡镇为反季节蔬



菜生产基地。并以调整种植业结构为契机，筹建了富方农作
物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形式，
建立示范基地1200亩，其中公司经营800亩，“公司+农户”
共同经营400亩。通过基地示范种植，辐射和带动了全县种植
业规模发展。去年，全县种植夏阳白菜、黄瓜、中国台湾长
茄、苦瓜等20多个品种反季节蔬菜2万亩，总产量3万吨，全
部外销广东，实现总产值5400万元，菜农仅种菜一项人均增
收1000元。东留乡大联村农民罗盛金到外村租地40多亩种植
高山反季节蔬菜，年纯收入达到6万多元。同时该县还大力发
展食用菌，依托县农经开发公司从外地引进白背毛木耳、茶
薪菇、杏鲍菇等优良菌种，在全县17个乡镇建立食用菌生产
基地，带动2万多农户参与种植。去年全县种植香菇1500万袋，
栽培蘑菇、姬松茸食用菌8万平方米，栽培鸡腿菇、竹荪等珍
稀食用菌450万袋，实现菌业产值8000多万元，出口创汇150
多万美元。食用菌已成为该县一大支柱产业。

为使农民适应并跟上特色农业要求，武平县扩大和完善了县、
乡、村、组、户“五位一体”的科技服务网络，县、乡均实
行了“一师一技一项目”工作责任制，全县300多名科技人员，
每人都带技术和项目走村串寨，以技术承包的形式，与农民
结成科学种养联合体，在全县建立了3个农科教示范
乡(镇)、5个科技示范乡、36个科技示范村和6000户科技示范
户，开展科技示范、试点、推广活动，使全县90%以上的青壮
年农民熟练掌握了1至2门以上实用致富生产技术。在万安乡
种养大户谢月华的保鲜香菇大棚里，笔者见他正按食用菌培
训班上学到的栽培技术接种保鲜香菇，他告诉笔者，要取得
好效益，就得科学种植。科技与产业的有效结合，使该县特
色农业如虎添翼，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全县已形成2 6万多
亩茶叶、8 49万亩水果、1 5万亩大头典竹、1万亩芳樟的种
植规模。创办了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的养殖场1家，年出
栏1000头以上的14家。该县果茶、大头典竹、芳樟、生猪已
成为与蔬菜、食用菌齐驱并进，促进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在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武平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



产品变成商品，变成农民手中实实在在的钞票，让农业丰收、
农民增收，农民才会尝到发展特色农业的甜头。为此，该县
围绕解决农副产品“卖难”等问题，狠抓市场体系和农字号
龙头企业建设，开辟农业增效捷径。

在拥有150万袋保鲜香菇、6500亩反季节蔬菜、1 38万亩果茶
生产基地和8个瘦肉型猪综合养殖场的东留乡，这里的农民已
不再为“卖难”而愁眉苦脸了。1998年，这个乡多方筹集
了200多万元，兴建了大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每到农产品成
熟季节，经该市场发往江西、厦门、广东等地的农副产品每
天不少于10辆车。香港德能公司的陈老板还长驻该市场收购
鲜菇，加工后全部销往香港。

像这样的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在武平县有10多家。在全
县形成以城关市场为轴心，岩前、东留市场为两翼，面向广
东、江西的扇状边界市场网络。同时，大力兴建农副产品加
工、销售“龙头”企业。引进台资成立了年加工茶叶100万公
斤的皇茗茶果林有限公司，与莆田闽中蔬菜厂合作兴办了一
家脱水蔬菜加工厂，如今该县已拥有县农经开发公司、县蔬
菜发展公司、桃溪茶叶精制厂等近20家“龙头”骨干企业。
还出台优惠政策，去年抽调了150多名干部参与边贸流通和农
业开发。现全县已形成近2万人的流通队伍，活跃在全国20多
个专业批发市场。东留乡大明村何文斌成立农副产品经营部，
把当地的水果销往广东水果专业批发市场。去年该乡2019多
吨水果销售一空，果农仅此一项比去年增收200多万元。畅通
的销售渠道使全县食用菌、蔬菜、生猪、果茶等产品85%以上
外销至广东、江西等省及本省厦门、漳州沿海地区。

特色农业为武平农民打开了致富大门，给全县农业增添了发
展后劲，在广袤田野闪现出希望的光芒。

3、武平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今年3月3日，武平县永平乡孔
下村谷夫“森林人家”挂牌开业，为游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梁野山的人们提供餐饮、休闲服务。武平县依托良好生态环



境，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使该县旅游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今年1至2月全县共接待游客3.5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780.2万元。

武平县大胆突破“武平无旅游”的思维误区，解放思想，独
辟蹊径，于2019年将坐落在东留乡中坊村的1.3万亩林地，承
包给厦门伟立原生态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让其
进行管护和开展非伐木经营，建设原生态无污染示范茶园，
成功打响武平原生态观光旅游“第一枪”。随着原生态观光
旅游茶园的发展，该县对武平旅游发展的策略、在闽西旅游
格局中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晰。2019年，通过专家们历时10个
月的编制，终于确立了围绕“生态武平、客家圣地、心灵家
园、回归之旅”主题，构建“一一三三四”旅游发展格局，
即以县城为中心，以梁野山为核心旅游区，顺着岩前、中山、
桃溪三个节点建立三条辐射轴，形成梁野山旅、岩前宗教朝
圣、中山百家姓古镇、桃溪生态与农业四大旅游区，打
造“中国生态旅游大县”的发展目标。

围绕这一旅游定位，武平县完善旅游招商平台，积极开展招
商引资活动，通过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把项目落地生成作为
旅游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开发推出新的景区景点。围绕
着发展绿色经济，该县引进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等投资商，启
动建设武平生态休闲度假村、梁野山生态旅游开发、下东温
泉度假村、碧水庄园、岩前蛟湖旅游开发、武平紫金酒店、
象洞白水寨、碧水公园改造、文博园等项目，致力于至2019
年把梁野山生态旅游区建成国家4a级以上旅游区，把武平紫
金和温泉度假村建成四星级酒店，把仙岩旅游观光茶园建成
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把中山镇、城厢云礤村、岩前灵岩村
建成旅游名镇、名村，形成一批休闲度假特色旅游区，使旅
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该县还结合县城城市建设，抓好刘亚楼将军广场、文博园、
河滨公园、星级酒店、企业会所、美食一条街等建设，不断
提升城市品牌，打造闽粤赣边山水风景园林城市。同时，该



县全力推进永武高速公路(武平段)建设，促进县城至十方高
速公路立项和开工，实施省道205线永平至湘店公路改扩建，
实施部分通自然村公路硬化工程，不断加大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另外，该县还加大旅游推介力度，邀请各级媒体来武平
采风考察，在沿海举行生态旅游推介会，筹划举办特色节庆，
通过整合武平绿茶节、民间文化艺术节、定光古佛和何仙姑
祭祀等活动，逐渐树立武平良好的旅游形象。

4武平发展绿色经济作为革命老区，武平县致力于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在实施“项目兴县”战略的同时，把协调“吃山”与
“护林”当作发展绿色经济的突破口，通过实施保护生态环
境、拓展生态农业、发展生态工业、培育生态旅游、建设生
态城镇等，建设海西绿色食品供应基地，重点发展生态型畜
牧业，竹、林、果、菜、菌等绿色食品和优势产业;积极改造
传统产业，通过提升产业结构，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全力打造“中国
生态旅游大县”，启动建设武平生态休闲度假村、梁野山生
态旅游开发、下东温泉度假村、碧水庄园、岩前蛟湖旅游开
发、象洞白水寨、碧水公园改造、文博园等旅游开发项目;以
集镇建设为重点，加快给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

武平县还以资源整顿为切入点，将单纯的矿业经济向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高、产业链长的加工工业推进。同时加强了平
川河整治力度，建起城区第二水源保护区。如今，该县培育
生态公益林90.6万亩，林木蓄积量为1100万立方米，森林覆
盖率达79.2%，生态环境质量居全省第二位。

三、调查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武平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的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与
时俱进，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国民经
济步入快车道，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武平这个小小的城市在党领导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贫困到小康生活，矮平房到高楼大厦，
黑白电视变彩电，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除了解决温饱问题，
还注重精神生活。

武平取得辉煌成就：1、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2、农业经济稳步发展，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3、工业
经济迅速崛起，重点产业贡献突出。4、固定资产投资硕果累
累，城市面貌焕然一新。5、流通市场繁荣活跃，人民生活水
平明显提高。6、财政实力显著增强，金融信贷日益活跃。此
外，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得到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成效
显著，教育事业欣欣向荣，卫生医疗条件显著改善，文化体
育事业不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我们
武平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创出一个美好的新生活。

四、调查报告总结：

作为一名中专生，这是我进入中专后的第一个假期，而这次
的社会时间活动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进入社会，靠自己的力
量做一点事;第一次尝试在去有意识的完成一个课题;第一次
去做一些调查，第一次去做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事情;第一
次体会大家一起用心，劲往一处使，努力完成调查，分析问
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案。总之，参加这次社会实践，这次
实践活动让我体会了很多， 深深感受到家乡经济发展的巨大
变化以及人们生活的日益优越，更感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优惠
对家乡发展提供良好基础。对于自身，不仅丰富了阅历，增
加了经验，还有利于我们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信武平的美好前途指日可待。

社会调查报告我的家乡篇五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步入大学就等于步入半个社会。我们不



再是象牙塔里不能受风吹雨打的花朵，通过社会实践的磨练，
我们深深地认识到社会实践是一笔财富。社会是一所更能锻
炼人的综合性大学，只有正确的引导我们深入社会，了解社
会，服务于社会，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使我们发现自
身的不足，为今后走出校门，踏进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才
能使我们学有所用，在实践中成才，在服务中成长，并有效
的为社会服务，体现大学生的自身价值。今后的工作中，是
在过去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社会实践活动
范围，挖掘实践活动培养人才的潜力，坚持社会实践与了解
国情，服务社会相结合，为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出谋划策。
坚持社会实践与专业特点相结合，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贡献力
量为社会创造了新的财富。

临近放暑假的时侯，原计划向其他一些同学一样找一份工作，
但最后决定回到家乡，帮久别的爸爸妈妈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这个假期我主要是帮爸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
样让我更深刻的了解到我的家乡，了解到农村建设和家乡父
老乡亲的辛苦，还有家乡教育事业得发展情况，最后出于我
所学的专业，我还了解到一些关于家乡里人的健康状
况...... 我的家乡在甘肃省最南边的一个小村庄，所属的县
城叫文县.我的家乡在遥远的大山里，四周青山环绕，绿水长
流。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地一片沉寂，远处的稻田里传
来一阵阵青蛙和小虫子的呜鸣声。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宜人、
民风淳正、乡风文明&&这样的环境 养育了我们村里质朴勤劳
的140多口人，我们村小,人少，地也少，但我们出产的东西
可不少 ，我们县城的蔬菜大多是我们村提供的，有时真会出
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就拿我家来说，我家今年种了0.5亩地的
番茄，0.3亩地的辣椒，还有0.3亩地的西瓜。可别小看他们
哦，采摘高峰时，番茄一次摘了1400斤，辣椒一次摘了600斤。
现在我主要介绍一下我在家帮忙采摘番茄的过程。暑假刚回
家，我家的番茄就上市 了，收获番茄的过程，每隔两天就要
摘很繁琐一回，否则就会太红容易软也容易坏。采摘时，挑
红的（稍微青一点的也可以）摘下来放在一个比较结实不会
变形的容器里，比如放在桶里，而且要轻拿轻放，这样就不



容易把它弄坏。一边摘一边摘好的集中到一个地方。把所有
的摘完后，就开始装箱了，我们每家都有用来专门装番茄的
自制木箱，可以防止把番茄压坏，但有一点就是比较笨重。
装箱的时候，把比较青的放在最底下，比较红的放在上面，
一排排，一层层地摆放上来。可别小视装箱这个工作哦，装
的好的话，长的欠佳的都可以把它放的很好看，很惹人爱。
技术不好不会装的话，好番茄也可以装的乱七八糟。装的好
的话而且可以装很多，但不压坏。装完后看着一箱箱成品的
番茄，那种收获的感觉只有当时才能体会，而其中的辛苦也
只有爸妈知道，如果没有之前的浇水施肥，也不会有如此收
获。两个月的假期，我亲身经历我家番茄的从有到无，从有
到无，一共收获一万多斤，我想如果不会由于各种因素导致
减产的话，产量一定可以达到两万斤。这就是我们收获番茄
的全过程，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叫我知道爸妈的辛苦，叫
我懂得钱来之不易，感受也很多，有一次我们正在顶着大太
阳辛苦的干活，同村的大叔送来了一个大西瓜，那时我才懂
得雪中送炭君子少，锦上添花小人多。求人须取大丈夫，济
人须济急时无。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的真正
含义。

调查地点：栾城县

调查时间：2011年x月x日--2011年x月x日

调查人：xx-x

调查对象：文化、人居环境、特色产业、经济、开发项目。

栾城县概况

栾城县位于冀中平原西部，河北省西南部，省会石家庄东南
方，为石家庄近郊县。总面积345平方公里。县境东邻藁城市，
南接赵县，西靠元氏县、鹿泉市，北接裕华区。县城距省会
石家庄15公里，北距首都北京320公里。京广铁路、京深高速



公路、107国道、308国道纵贯县境，南三环路横穿县境北部，
省级、县级和乡村公路四通八达，连接成网，交通便利，区
位优越。栾城被纳入石家庄市“1+4组团”（即主城区五区：
桥东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长安区加四县：正定、
栾城、鹿泉、藁城）组团式城市发展框架，列为省会4个卫星
城之一。

文化积淀深厚

祖籍，其祖先苏味道之墓现保存完好，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被
共青团河北命名为着批“河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全县城镇化水平达到40%。境内绿化率近48%，气候温和，光
照充足，降水适中，四季分明。

工业持续快速发展

栾城是全市8个工业强县（市、区）之一。该县工业企业4000
多家，已形成医药、化工、纺织等几个优势行业。建成了医
药工业区、窦妪化工工业区和5个工贸小区。骨干企业有神威
药业、宏源热电、圣雪公司等20多家企业。其中，神威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跻身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前列，“神威”商标
被评定为全国驰名商标。神威公司软胶囊、圣雪公司无水葡
萄糖产销量全国第一。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2015年完成
增加值13亿元。

城镇建设

2011年，坚持“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建设定位，县城
详细规划覆盖率达到80%。城区绿地总面积241.56万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达到47.3%，城区集中供热率达76.1%。被确定
为“全国创建文明小城镇示范点”和“全省优美小城镇试点



县”。县标广场被评为“石家庄市十佳城市景观”之一。

生态林网

近年来我县开展大规模植树绿化活动，2011年，县累计植
树465万株，总面积2.8万亩，绿化道路总长1336公里。全县
林网控制率达100%，森林覆盖率达18.6%。完成了京深高速绿
色通道、农业林网、环城林、环村林等多个绿化工程。该县
相继被命名为“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和全省“平原林
业生态建设示范县”。

旅游特色鲜明

随着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清明桥（创建于唐代）、唐文学家、
武周时宰相苏味道墓、柴武台、文庙大成殿等一系列景点相
继建成，吸引了众多游客，从而形成了栾城的旅游体系，也
展示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所独具的特色。

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馆址坐落在文化公园
内，该纪念馆占地14.9亩，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展壁面
积400平方米。纪念馆是基于栾城是宋大文豪苏东坡这一史实
创建的，是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地方特色。 苏味道墓：苏味道
墓在栾城县冶河镇苏邱村，该文物1999年3月被栾城县人民政
府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7月被石家庄市文物
局批准为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清明桥：清明桥坐落于栾城县窦妪镇南赵村与北赵村之间的
交河故道上，该文物于1999年3月，被县政府确定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1999年7月被石家庄市文物局批准为准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2000年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调查项目:家乡的变化情况



调查地点：栾城县

调查时间：2011年x月x日--2011年x月x日

调查人：xx-x

调查对象：文化、人居环境、特色产业、经济、开发项目。

栾城县概况

栾城县位于冀中平原西部，河北省西南部，省会石家庄东南
方，为石家庄近郊县。总面积345平方公里。县境东邻藁城市，
南接赵县，西靠元氏县、鹿泉市，北接裕华区。县城距省会
石家庄15公里，北距首都北京320公里。京广铁路、京深高速
公路、107国道、308国道纵贯县境，南三环路横穿县境北部，
省级、县级和乡村公路四通八达，连接成网，交通便利，区
位优越。栾城被纳入石家庄市“1+4组团”（即主城区五区：
桥东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长安区加四县：正定、
栾城、鹿泉、藁城）组团式城市发展框架，列为省会4个卫星
城之一。

文化积淀深厚

祖籍，其祖先苏味道之墓现保存完好，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被
共青团河北命名为着批“河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居环境不断优化

全县城镇化水平达到40%。境内绿化率近48%，气候温和，光
照充足，降水适中，四季分明。

工业持续快速发展

栾城是全市8个工业强县（市、区）之一。该县工业企业4000



多家，已形成医药、化工、纺织等几个优势行业。建成了医
药工业区、窦妪化工工业区和5个工贸小区。骨干企业有神威
药业、宏源热电、圣雪公司等20多家企业。其中，神威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跻身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前列，“神威”商标
被评定为全国驰名商标。神威公司软胶囊、圣雪公司无水葡
萄糖产销量全国第一。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2015年完成
增加值13亿元。

城镇建设

2011年，坚持“园林式、生态型、现代化”建设定位，县城
详细规划覆盖率达到80%。城区绿地总面积241.56万平方米，
绿化覆盖率达到47.3%，城区集中供热率达76.1%。被确定
为“全国创建文明小城镇示范点”和“全省优美小城镇试点
县”。县标广场被评为“石家庄市十佳城市景观”之一。

生态林网

近年来我县开展大规模植树绿化活动，2011年，县累计植
树465万株，总面积2.8万亩，绿化道路总长1336公里。全县
林网控制率达100%，森林覆盖率达18.6%。完成了京深高速绿
色通道、农业林网、环城林、环村林等多个绿化工程。该县
相继被命名为“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和全省“平原林
业生态建设示范县”。

旅游特色鲜明

随着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清明桥（创建于唐代）、唐文学家、
武周时宰相苏味道墓、柴武台、文庙大成殿等一系列景点相
继建成，吸引了众多游客，从而形成了栾城的旅游体系，也
展示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所独具的特色。

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馆址坐落在文化公园
内，该纪念馆占地14.9亩，建筑面积750平方米，展壁面



积400平方米。纪念馆是基于栾城是宋大文豪苏东坡这一史实
创建的，是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地方特色。 苏味道墓：苏味道
墓在栾城县冶河镇苏邱村，该文物1999年3月被栾城县人民政
府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7月被石家庄市文物
局批准为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清明桥：清明桥坐落于栾城县窦妪镇南赵村与北赵村之间的
交河故道上，该文物于1999年3月，被县政府确定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1999年7月被石家庄市文物局批准为准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2000年申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