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国旗下讲话春天你好(优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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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么特
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
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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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xx

查资料，询问长辈

了解春节习俗

春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我国人民最重视的节日。每当春
节期间我国各地方人民都会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这些活动
有很多是从历史的长河中遗留下来的，并形成了地方风俗。

b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又叫阴历年，
俗称“过年”。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
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春节的前奏要数小年了。

1小年

小年是我国汉族传统节日，也被称为谢灶、祭灶节、灶王节、
祭灶，在不同的地方日期不同，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
或二十五。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



据说这一天，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家人的善
恶，让玉皇大帝赏罚。祭灶时，还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涂
在灶王爷的嘴上，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男不
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过
了二十三，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
更加热烈了。要彻底打扫室内，俗称扫尘，扫尘为的是除旧
迎新，拔除不祥。

关东糖

灶神画

过了小年，便迎来除夕。

2除夕；

除夕又称大年三十，初夜，岁除。除夕是一年中最后一天了，
含有旧岁到次夕而除、明日即另换新岁的意思，一般指农历
二十九或三十。这天，一早起床，男子准备贴对联，福等。
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家中女子
便开始忙碌起年夜饭来，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我们年夜饭中
一般都有鸡，鱼，肉，汤圆这四道菜，鱼的意思是年年有余，
汤圆的意思是团团圆圆。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愉快最热
闹的时候，一桌丰盛的菜，和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
饭。我的家乡每家每户吃年夜饭时会先放挂鞭炮，然后关上
门一家人坐一起和和美美吃团圆饭。年夜饭过后，孩子们会
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又称守岁钱等。因为是用红色的袋，
故又称红包。在大年三十傍晚时分，在祖宗像前点上香烛，
倒上美酒，摆上菜肴，全家人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表
达“慎终追远”的感情。等各位先人用过年夜饭之后，人们
才开始享用。

对联



红包

年夜饭

汤圆

过完除夕，便迎来了新的一年，接下来的几天，父母会带领
孩子到亲朋好友家祝贺新春。

3拜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我的家乡正月初一早上每家每户放鞭炮
迎接新的一年。初一的早晨我们各家都会准备好果盒，糖果
和各种各样的食品。初二，父母会带我们到外婆家拜新年，
那天一早父母会带上很多礼物比如烟酒饮料等，去外婆，外
婆则准备一桌丰盛的伙食招待我们。接下来的几天，便到亲
戚朋友家拜访，同样主人家会准备一桌美味佳肴招待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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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收集资料。问长辈

xx

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其中，
那些敬天祭神的迷信内容，已逐渐被淘汰，而那些富有生活
情趣的内容，像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剪窗花、蒸年
糕、包饺子、燃爆竹、除夕守夜、拜年等习俗至今仍很盛行。



贴窗花

新春佳节时，许多地区的人们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一
一一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
带来了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
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
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窗花
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因窗花的购买者多为农民，窗花有
相当的内容表现农民生活，如耕种、纺织、打鱼、牧羊、喂
猪、养鸡等。除此，窗花还有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题材。
另外，花鸟虫鱼及十二生肖等形象亦十分常见。窗花以其特
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

拜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
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
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拜年一般从家里
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
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
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
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
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
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春节风俗民情调查报告5

寒假期间，我随家人过了一个祥和快乐的春节，在过春节时，
发现了一些风俗习惯，在中国人的过年习俗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过年的习俗又是怎样来的呢?我带着疑问走访了村
里的知名老人。



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春节，代表了新的一年的开始;春节，
意味着新春的到来，是美好的象征。周而复始的过着春节，
可为什么要过春节呢?相传，古时候有个吃人的怪物叫“年”。
“年”每隔365天就会出来吃人。有一个聪明的小孩想了一个
办法：他让人们在门前贴上红对联，挂上红灯笼，并放鞭炮。
“年”被吓跑回湖里。从此，人们每年都贴对联，挂灯笼，
放鞭炮。“年”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了。所以人们第二天都会
穿上新衣服，走家串巷去拜年，见到了人都会说“过年好”。
这个习俗也就被传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仍会说“过年
好”。

春节，人们都会在一起吃团圆饭，无论多远，也都会想方设
法赶回家。腊月二十九，人们就开始忙着贴对联、“福”字、
挂门钱。把“福”倒过来贴，有“福到了”的意思。大年三
十，女人们就忙着包饺子，男人们就去“上坟”。“上坟”
意味着想让死去的亲人也感受到新年的气息，同时也表达了
晚辈对已故亲人的怀念与孝敬。

年三十晚上吃饺子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习俗。一是饺子
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去“招财进宝”之意;二是饺子
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里，以寄托人们对
新的一年里的祈望。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块、
花生、枣、栗子等包进馅里。吃到金如意、吃到糖的人，来
年日子更甜美;吃到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
将早生贵子。

春节，长辈会给晚辈们一些压岁钱，意味着给晚辈们添岁，
也寄托着长辈对晚辈的爱与期望;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
还得串亲戚。人们会从大年初二走亲戚，串朋友，有的一直
串到初九或初十。人们交流过去一年的得与失，为新的一年
绘新谱。

春节的习俗来源已久，在中国民族流传了上下几千年，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望“春节习俗”在中国大地上发扬光大。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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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五。在网上冲浪，一条标题为《100吨水在途
中消失了37吨》的公益广告，显眼地在互联网上。好奇心驱
使，我在搜索栏上打上了“浪费水资源”，结果36,200多条
信息！

包括“湖南的地水资源”，“治理水资源浪费低效”，“餐
饮业水资源浪费严重”等等。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节约”一词在人们的心
里已日渐和淡忘了。我国是人口大国，种种的浪费下去的话，
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13亿人口，全世界人口的四分！每人每天浪费1元，一年全国
就浪费了4745亿元；每人每月浪费500克粮食，一年全国就浪
费了65万吨粮食；每人每月浪费1吨水，一年全国就浪费
了156亿吨水！

积沙成堆，积水成河。每天都能够节约一点点的话，就不会
巨大的浪费了！

春节诚然是个喜庆的节日，在玩闹的，也不要忘记节约。据
调查显示，人们春节期间的浪费竟是平时（非节假日）的10
倍！

数字真要算起来也可说是天文数字了。

人们种种的浪费，水、电资源与食物资源的浪费严重。



“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的.广告随处可见，并人们的真正。
我国是有的“水”，但好的水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人们再节
制地浪费水资源和污染水资源，只靠污水是难以扭转缺水的！

现在，让一起看看最新的水资源十大浪费：

1．刷牙时不关水龙头；

2．洗澡涂肥皂时不关水龙头；

3．自来水管漏水或爆管未修理；

4．用过量水洗车，洗车的水未能循环使用；

5．随意开启消防龙头用水；

6．老式便器水箱容量过大，大小不分档；

7．洗衣服时不用手搓而只用水冲；

8．直接用自来水冲洗道路；

9．在公共浴室洗澡后“人离水未关”；

10．解冻海鲜使用“自来水常流法”。

显而易见，这熟悉的日常，勿庸置疑，的节约意识还有待提
高！

调查结论

节约是“寒酸”的生活，现在的生活过得这么舒适，哪一点
点浪费又算得上呢？我是的，假如换看法，大家眼里所谓
的“寒酸”，其实便是节约了。节约是尊重别人的劳动，是
好习惯，是品德。“节约资源，从我做起。”杜绝浪费，说



易不易说难不难，关键是从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四

年关将至，热闹的气氛感染着每个人，欢乐的时光陪伴着每
一刻。小年夜的喜庆，除夕晚的欢乐，春节的气息扑面袭来。
在这些传统节日中人们分享着彼此的幸福和喜悦，收获着美
好生活的点点滴滴。

传统节日是我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
的传统节日以及传统习俗，他们之间既有共同点也有自己独
特的地方。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彰显了民族的特色，也代
表了民族的传统信仰。此外，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节日习俗，
这些习俗都是地域文化的具体体现。经过寒假的仔细调查以
及走访，我逐渐地把我所在地的节日习俗整理在一起。在整
个过程里我既体会到传统节日习俗的重要性，也发现了其中
的一些特殊含义。以下就是我整理出来的过年时的节日习俗。

1、小年夜

小年夜是个喜庆的日子，也是欢乐过大年的冲锋号。一家人
团圆在一起乐呵呵地围桌吃饭、聊天，分享这一年的收获和
喜悦。在我们这里小年夜是农历的十二月二十三号。在这一
天我们一般都会到祠堂(我们当地的话叫做“厅屋”)祭祖，
这个仪式是要整个族人都参加。

2、扫屋

过年的时候，什么都需要有个新面貌，所以连屋子也不例外。
“扫屋”也称“扫尘”，从字面意思也可以知道是打扫卫生。
一般情况下“扫屋”是定在二十四号。由于现在的人都不太
讲究以前的规矩，只要在大年夜前做完就可以了。“扫屋”
在当地寓意为扫去晦气，迎接新一年的好运。这是一项巨大
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基本上全家人都要参与进



来。

3、做年糕

民以食为天，吃才是最实在的事情。所以过年的时候肯定少
不了吃的东西——年糕。我们当地的年糕都是手工制造的，
自给自足的。现在还保持着相当传统的制作工艺，都是比较
古老的制作方法。我们使用的工具也是近“石器时代”的工
具——石磨。首先制作年糕的第一步就是将普通的大米用石
磨磨成粉状，这个过程完全是靠力气来完成的。有了“米
粉”这个原材料就可以开始制作年糕了。经过一系列复杂的
工序最后得出图片中的成品。它的寓意为步步高升。这种年
糕的味道甜甜的，嚼起来很有韧劲，是不错的过年佳品。

4、贴春联

这是过年重要的习俗，在很多地区都很流行这样的传统。除
旧换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每家都希望新年有新气象，一切
都是崭新的开始，春联也不例外。春联的贴法在我们当地还
是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比如哪个贴左边，哪个贴右边都是有
讲究的，还有就是很多春联都是那些老一辈的人自主创作的，
完全手工制作。这样的春联既有特色，又能准确的表达主人
家的新一年的期望与祝福。

5、大年三十

这是最隆重的一天，也是最喜庆的一天。所有人都会在这一
天变得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当地人很早就吃过晚饭，然后
家里的人都出转悠，拜早年。小孩通常都是最开心的人，因
为他们可以在这一天玩个不停——放鞭炮、玩游戏、买东西。
我们当地还有一个老习俗，就是在除夕夜的整十二点要祭祖。
大家都会把自己准备好的年货供奉给祖先，祈求保佑平安幸
福。这个仪式完成后就是热闹的时候了，各家各户会尽情地
燃放鞭炮，烟花。热闹的气氛会随着漂亮的烟花和响亮的鞭



炮声直到天亮。

6、长寿米粉

开年第一天是欢乐的一天，家家户户洋溢着幸福，分享着快
乐。大年初一，所有小孩都要起床很早，然后见到大人就要
问候。这种不变的习俗一直被默默的传承下来。这一天的早
餐一般都是吃米粉，一家人一起开心的吃着米粉，沉浸在欢
乐的气氛中。因为米粉形状都很长，所以它寓意着健康长寿。
因此吃米粉的时候，老人吃的米粉越长越好，这是对他们的
祝福。

7、回娘家

随着大年初五的带来，人们欢乐的情绪开始沉淀下来，为新
的一年奋斗做好准备。这一天被当地人称为“散节”，意味
着欢乐的春节要告一段落了。我的调研也随着“散节”的到
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五

春节临近，对大多数职场人而言，这是难得休息的假日，同
时也是一系列开销集中支出的日子。随着物价水平每年上涨，
以及职场人近几年里身份的变化与春节消费观念的更新，春
节消费的金额与用途等都有了不一样的呈现。前程无忧旗下
精英职业发展平台--无忧精英网近期面向职场精英人群（工
作两年，年薪十万以上）开展了“职场人春节开销大调查”。

此次调研的参与人数达到7528人，男女比例持平。受访人群
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5岁-35岁，占比79.76%。工作年限3-5年
的职场精英达到54.32%，6-9年工作经验的受访者也达
到28.47%的占比。

在职场精英春节主要的开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



想象，7528名受访者中，有50%的人把主要的开销用于旅行、
外出，以前公认的开销大头，比如给孩子压岁钱、孝敬父母
的开销则退居至二三位。

一方面，春节从特有的节日氛围里脱离，回家团圆的传统观
念在当代职场人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7天的长
假一年只有两次，并且不少岗位春节期间工作量较少，可以
方便的请到年休假，更易于安排行程较长的远途旅行，都使
得选择外出旅行放松身心成了节日的首选安排。当然压岁钱
与孝顺金依然在春节开销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多数职场精英
准备了3000元-10000元不等的孝顺金，而在孩子的压岁钱上
的支出也平均在1000元-3000元不等。

不同于一线城市旅行外出的开销占了首位，像福州、西安、
合肥等二三线城市在春节的支出上压岁钱与父母的孝顺金要
远超过旅行开销，而且个人娱乐消费购物等占比紧随其后。

职场精英们春节期间开销的金额，主要集中在5千元-2万元之
间，其中开销在5千-1万的有34.9%，开销在1-2万的有28.6%，
其次是开销在5千元以下的占15.1%，2-3万或3万以上的则都
不到一成。

数据同时显示，单身的受访者与已婚的受访者，在春节开销
方面区别十分明显。在受访的单身职场精英里，5千-1万元档
的开销占比最高，为42.5%，1-2万元档的占比其次，为32.2%。

而已婚的受访者则开销明显高些，5千-1万元档占比28.2%，
1-2万档的则有45%的比例，另外开销在2-3万或3万以上两档
的则多数是已婚精英。不论是全家出游，还是给双方亲朋拜
年，家庭的开销都远远高于单身个人的开销。

此次调研中，我们还关注了年终奖是否够春节开销的问
题。56.1%的受访者表示公司提供的年终奖不够春节的开
销，27.6%的`受访者表示年终奖与春节开销基本持平，



仅16.3%的精英年终奖可以覆盖春节期间的开销。同时，职场
精英们也表示年终奖还是在分担春节高额的开销方面起到很
大的作用。

职场精英们春节的开销体现了现代职场人的生活观念，过节
的方式也由全家团聚，开始转向去远方看看，钱和时间成为
春节过得好不好的最大影响因素。考虑到春节前后也是跳槽
的高发时期，企业也可以在这些方面关注到员工的需求，从
而起到员工保留和激励的作用。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六

根据《xx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xx市20xx年春节期间环境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为切实保障
环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预防环境安全突发事件的发生，
我镇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了环境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成立xx
镇开展环境风险和隐患问题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由镇长高巍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镇长黎余莲、副镇长
杨其堂担任，成员由镇政府干部、企业站、水产畜牧兽医站、
派出所、工商所、国土所和供电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为确保我镇20xx年春节期间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
实效，镇制定和印发了《xx镇20xx年春节期间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并组织召开了由全镇全体干部职
工、相关单位一把手、各村支书主任、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的全镇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上，分管副
镇长传达了上级文件精神，并对我镇20xx年春节期间环境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部署，要求我镇深刻
吸取各类环境污染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我镇环境隐患排查治
理，坚决遏制我镇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按照通知要求，我镇组织了企业站、水产畜牧兽医站、工商
所、国土所、供电所及各村支书、主任等对我镇环境安全隐
患进行了排查整治，重点排查整治我镇辖区内的企业、养殖
户及农业方面污染源。

（一）通过对企业排查，掌握了企业生产工艺环节、产污工
序、污染物种类和排放数量，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危
险废物处置和转移情况，摸清企业底数，污染途径、范围、
程度以及重点区域污染情况，重点检查环保和安全设施“三
同时”，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和监控责任制的落实。此
次专项行动中，我们对全镇的企业进行了排查，暂时没有发
现非法炼油、废旧轮胎和非法采矿点，没有无证无照非法生
产的小造纸、小化工、小炼油、小淀粉、小皮革等窝点。通
过对各企业进行不定时的排查整治，发现存在如下的问题：

3.位于xx镇鑫山工业园区的xx市食品公司xx养殖场臭气很大；

针对以上排查发现的问题，已经现场通知要求其限期整改。

（二）对各村养殖户排查，主要排查各村养殖户养殖、选址、
污水排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等情况。从四月份开始我镇持
续组织企业站、水产畜牧兽医站及各村对14个村的养殖户进
行了全面的环境安全排查整治，排查情况如下：

1.位于xx镇西岸村的'杨传东养猪场存在直排污水现场；

2.位于xx镇西岸村的杨振钦养猪场存在直排污水现场；针对
以上排查发现的问题，已经现场通知其限期整改，选址不合
适的已责令其搬迁。

一是继续抓好我镇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一步
加强环境隐患问题排查力度，杜绝污染隐患；二是加强对重
点污染企业的日常巡查和汇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督促企业
进行整治和向相关环保部门汇报，切实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



和群众环境安全的应有责任；三是加强对重点污染行业和涉
重企业的督促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切实担负起隐患排查治理
的责任和环境安全责任，预防环境安全重大事故的发生，确
保重点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四是加强对镇、村养殖场
（户）的日常巡查和汇报，发现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养殖场
（户）要及时督促其进行整改和向相关环保部门汇报，切实
维护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安全。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七

张君竹

邻居、亲戚、朋友、市民

庙会、灯会、商场、公园

更多的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春节习俗和民间文化

20xx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我们满心的欢喜，“春节”的到来
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物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生命、
成长和收获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
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际，
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的迎接这个节日。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也经历了多个春节，也了解
一些春节风俗，这个寒假，我对春节风俗做了个调查，让我对
“春节”有了更新，更多的了解与认识。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自汉武帝太
初元年始，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春节的日
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
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



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
初一为高潮。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
神祭祖活动。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
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
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
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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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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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
准备过年时穿。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这几天跟着大人们去
买年货，商场里，菜市场，街上，到处是人山人海，好不热
闹，人们忙着买过年的新衣服，玩具，更多的是食物。因为
要写这个调查报告，我一点也不敢偷懒，只要大人们要出门，
我一定要跟上的。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春联。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
字及财神、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
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
庆气氛。我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窗花虽然是买来的，但
是我亲手装饰的，我还在门口挂了对灯笼，欢欢喜喜地在大
门上贴上了“福”字和对联，忙碌了半天，真是感觉蓬荜生
辉，有过年的味道了。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我缠着姥姥姥爷
给我讲春节的习俗，还是姥爷知识渊博，给我讲了好多好多
关于春节的趣事。

小年——腊月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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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玉皇——腊月二十五

旧俗认为灶神上天后，天帝玉皇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
下界,查察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
称为“接玉皇”。这一天起居、言语都要谨慎，争取好表现，
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我知道了这些后，一大早就像
个小淑女乖乖的，表现特别好，妈妈自言自语到：“这孩子
是怎么了，难道是长大了，懂事了，不过一夜之间，变化也
太快了吧”我在一旁偷偷地乐着，自己默默品味着这节日的
滋味。

赶乱岁

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
民间多嫁娶，被称为“赶乱岁”。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
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
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
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
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
的。

蒸馍花

腊月二十三后，家家户户要蒸花馍。大体上分为敬神和走亲
戚用的两种类型。前者庄重，后者花梢。特别要制做一个大
枣山，以备供奉灶君。“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这往
往是民间女性一展灵巧手艺的大好机会，一个花馍，就是一
件手工艺品。在北方，就是蒸些豆馒头，我缠着姥姥也要参



加包馍馍，磨了好半天，姥姥才同意我包一个，看上去和简
单，真的动起手来，可是有些力不从心，要把豆陷包到里面，
还要把馒头包圆，不简单。要是平时我还真没有这耐心，不
过是过节要做的事情，还是细心，小心翼翼地包着，终于包
好一个豆包包，虽然不漂亮，但是我手里的果实。姥姥还给
我讲，在南方还有春节包粽子的.风俗呢，我的思绪飘到了遥
远的南方，看着面板上的馒头，竟都变成了可爱的粽子。

除夕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