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两为主一报告(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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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
望大家能够喜欢!

落实两为主一报告篇一

春节习俗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精神上的
追求，然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过年习俗。关于无
锡过年习俗调查报告具体内容请看下文。

关于无锡过年习俗调查报告500字

无锡旧俗，年初一早晨开门，要放3声开门爆仗。早餐吃糕丝、
圆子、面条，取团圆、高升、长寿、长春之意。这天，只吃
隔年除夕的剩饭，寓意“有余”。吃饭时不能以汤浇饭，也
不吃粥，怕出门遇雨。还忌向邻居乞火、汲水，告诫不骂人，
不发怒，不讲不吉利的话，祈求全年平安吉祥。春节期间，
晚辈先向长辈拜年，然后至亲友家贺年。亲友第一次见面时，
说些类似“恭贺新喜”等话，互相祝贺。老人自年满60虚岁
开始，每在春节期间设宴庆祝。

无锡除贴桃符、门补、春联外，还有在新年挂钟馗象，以避
一年鬼祟。传说钟馗善于捉鬼。这个风俗大概始于唐代。无
锡民间很多人家还有在门楣上张挂吉庆语句的红单联和剪纸
门笺挂络的习俗。无锡风俗新年中小孩来到，主人就得拿茶
点糖果招待馈赠。亲友中有孩子前来拜年都要赏给压岁钱。
新女婿到岳母家去拜年，一般都选在小年朝——年初三。



称为“聚财”。

落实两为主一报告篇二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各地区不同的风俗文化才构勒出
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生活场景。

我通过上网查找资料，我了解到过年这个习俗还有一个这样
的传说。相传，中国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
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
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
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今年的除夕，乡亲
们都忙着收拾东西逃往深山，这时候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
人对一户老婆婆说只要让他在她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
兽驱走。众人不信，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老人坚
持留下，众人见劝他不住，便纷纷上山躲避去。当”年”兽
象往年一样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白发老人然响
的爆竹声，”年”兽混身颤栗，再也不敢向前凑了，原来”
年”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大门大开，只见院内一
位身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年”兽大惊失色，仓惶而逃．
第二天，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
才恍然大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
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从此，
每年的除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
守更待岁．这风俗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过年”。

为了充分了解其他地区的过年风俗习惯，我对长期在北京工
作的舅舅，和在四川工作的叔叔进行了问卷试调查，调查如
下：

1.

北京的过年习俗问：舅舅，请问北京人过年有什么特别的地



方呢？答：北京人过年需要做的事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在这
个时间做什么事都做好。问：那北京人过年有什么习俗呢？
答：按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初旬就
开始了。“在腊八那天他们会熬一种腊八粥，还会泡腊八蒜。
从腊八起铺子上就会摆上年货。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
就是过年的“彩排”，过了二十三就过除夕了，别提还真热
闹。2.

四川的过年习俗问：叔叔，你长期在四川工作应该对四川的'
过年风俗有一些了解吧？

答：四川过年，年三十晚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是做一大桌
年夜饭,特别丰盛,但不吃饭。初一早上吃汤圆。腊肉、香肠
等的腌腊品,一般是腊月二十七、八就煮好了的，要吃到过完
年。正月要给祖先上坟。

问：叔叔，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吃饭吗？

答：我听说是因为“饭”和“犯”同音，为了避违。

总结分析：这两个地方跟温州有着不一样的过年习俗，有些
习俗还非常特别，这样的习俗想必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为了更清晰的把各地的过年习俗表现出来，我把不同的地区
的过年习俗制成了表格形式。

地区

总结分析：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春节风俗习惯，给各个地区的
人带来了过节的喜庆和热闹，也正是这些不同的风俗习惯，
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拥有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的国家。



落实两为主一报告篇三

福建是一个多山省份，自古以来交通闭塞，商品经济不发达，
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比较典型，因而风俗习惯比较古
朴，封建色彩也较为浓厚。古代福建人口不多，劳动力较为
缺乏，外来移民入闽之初，适应新环境、改造自然的工作十
分繁重，因而滋生重男轻女的思想，从而又造成男多女少现
象，引起嫁女必索高价、包办买卖婚姻之风盛行。一些富豪
大户为炫耀家门、显阔竞强，嫁女之时，耗费巨资，广置妆
奁，由此积习相沿，互相仿效，形成嫁女重妆、婚礼奢华的
陋俗。福建的畲族、回民以及客家人、惠安女、基督教徒等，
因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
也形成了各自比较独特的婚姻礼俗。

一、提亲

在民间，子女到了适婚之龄，做父母的就得着手托媒牵线搭
桥，为他们提亲择偶。旧时，男女授受不亲，婚姻大事身不
由己，“男不亲求，女不亲许”，悉听“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媒人成为缔结婚姻所不可缺少的中介。据史志记载，
在厦门，男婚女嫁“先由媒妁介绍”，(民国《厦门市志》
卷20《礼俗志》)在政和，“凡男女缔姻，先听媒妁说
合”，(清·道光《政和县志》卷1《风俗》)在崇安，“清以
前均凭媒妁之言，互通庚帖”，(民国《崇安县新志》卷6
《礼俗》)才算正统和合法。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自由恋爱被
视为大逆不道，“父母国人皆贱之”。故有俗谚：“天上无
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亲”。

由于封建残余的影响，传统观念的流长，婚姻自主尚未完全
实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存在。
许多以自由恋爱结下情愫的青年男女，最后都得征求父母的
意见。双方父母都赞同、支持固然皆大欢喜，但只要有一方
家长表示异议，事情就比较棘手。遇此难题者，经抗争、通
融，有的终成眷属；但因此半途而废的也不少，特别在农村



更为常见。

二、合婚

女方庚帖由媒人带回男家，进行“合婚”，这相当于“六
礼”的“问名”。合婚包括“问神祖”和“合八字”两个部
分。具体程序各地不尽相同。一般是男家先将女方庚帖压在
家中供奉菩萨或祖先的香炉下，有的则置于灶王爷的牌位前，
须存放三日或更长一些时间，以聆听神祖示意。在这一段日
子里，若合家诸事顺利，六畜平安，甚至连一块碗、一双筷
子都无破损，即为不冲不破之吉兆，算是神祖认可，婚事就
能继续。否则要立即退还庚帖，婚事告吹。闽南一些地方俗
称这道手续为“压圆”或“三日圆”。

通过“问神祖”程序后，便要请算命先生对男女双方的生辰
八字进行“合算”，看是否相合，有无相冲。八字相合则算
男女般配，婚姻初现眉目，如相冲相克，则该门亲事只好作
罢。八字相合与否，主要根据五行和生肖。

现在，所谓“合婚”对大多数青年来说已很陌生。有些青年
男女相恋之后，其父母会在暗中为他们合对八字，基本上是
属心理安慰形式，对婚姻的成败一般不起制约作用。在少数
乡村，旧式“合婚”做法依然存在。个别地区甚至出现
因“合婚”不吉，拆散有情人而造成悲剧的。

三、相亲

八字既合，接着便要相亲。相亲是在媒人介绍的基础上，男
女双方通过会面走访，互相审视人品，察看家况，俗称“看
新人”及“看厝”、“看人家”。

福建民间古时少有这一习俗，男女之间的彼此了解主要依靠
媒妁之言。若男方欲对女方进一步探个究竟，往往采用“偷
看”方式。偷看多由父母、尊长出面，或趁女子外出之机，



悄悄跟踪窥视；或隐瞒真实身份，借口买猪、买牛等，前往
女方家中暗暗观察，旁敲侧击。一般人都忌讳自己的女儿被
对方看到，如果男方偷看被发觉，女方认为很失体面，婚事
可能产生麻烦，甚至陷于破裂。

民国以后，相亲之风逐渐普及，但婚姻当事人基本上还无权
自己作主，多由父母、尊长越俎代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由男方父母或婶婶、姑姑等出面，择日走访女家。女方
家长一般都会让女儿出来露露面，如倒茶、点烟，男方家人
乘势打量女子的容貌、身材、体态、举止等。在泉州、连城
等地，还有看女子手掌的习俗。另一种是男子本人由媒婆或
尊长带着到女家相亲，在观察女方的.同时，也接受女方的审
视。如今，在城市青年的婚姻礼仪中，旧式相亲已是罕见。
自由恋爱者毋须相亲，尽管他们一般都会把恋爱对象带回家
中让父母、家人审议，但最后主意基本上还是由自己拿。经
介绍人等撮合的，其首次见面则含有一定的相亲意味。若第
一次见面印象不错，便有了良好的开端，否则就很难再谈下
去。

四、定亲

男女双方经过沟通、了解，彼此都认可了，就要举行“定
亲”之礼，以缔结婚约，确定联姻，即所谓“订(定)婚”，
又称“订盟”、“文定”、“聘定”、“插订”、“压定”、
“送定”、“定庚”、“系记”等。男女两家各以对方之礼、
帖为信，定下亲事。旧时，福建各地皆有这一习俗；现在，
则或有或无、或繁或简，总的来看，城市较少，农村乡镇比
较普遍。

有些地方定亲分两次进行。福鼎分“初定”和“大定”，惠
安分“小定”(镇小定)和“大定”(镇大定)，安溪分“小
订”和“大订”，漳平分“提订”和“提大订”，仙游
分“定亲”和“挂脰”。现在，人们往往合二为一。



男方作为答礼。比如，男方送来两只公鸡，女家只收其一，
另回以一只母鸡。总的来看，女家回送的礼品，各地不尽相
同，但普遍都带有几样颇具寓意的东西，以寄托合家欢乐、
兴旺发达的美好心愿。

五、聘礼

六、送日子

到了准备完娶成婚的时候，男方预先择定迎娶的吉日佳期(按
阴历算)，用红纸帖写好，备上礼品，由媒人送至女家，谓
之“送日子”，亦称“送日”、“送日帖”、“送日
头”、“送日单”、“送日子单”。类似古代“六礼”中
的“请期”。

旧时十分重视嫁娶的时日，一定要择吉避凶，选个黄道吉日。
人们往往请算命先生或星相先生“捡日子”，先生用男女双
方的生辰八字，或加以男女双方的父母、祖父母的生辰八字，
综合推算出没有相克的结婚吉日。也有翻阅皇历，参照其中
宜忌所指而选择日子。在大田，拟定婚期既要根据男女本人
的生辰八字，还得看双方其他家庭成员(女儿除外)的生辰八
字，如有一人的八字与之相冲，便要重选日子。现在，城镇
居民选择婚期普遍由男女本人或双方家庭共同商定，且多以
公历纪年计算时日，很少有人再行“送日子”之礼，旧时的
择日禁忌大都消失。但是，求吉利、重喜庆的心理依然存在，
顺天时、择闲暇的习尚也延续下来，婚嫁仍多选择秋冬和春
季进行，具体时间又多选在“五一”、“十一”、“元旦”
和春节等节假日。不过，这种旧俗遗风已呈淡化之势，逐步
与城市的习俗趋同。

落实两为主一报告篇四

本次调查主要针对四十多岁的村民，一是对农村婚姻习俗了
解很多;二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变化，有代表性。



通过问卷和访谈两种方式获得了一些相关资料，经过一些整
理以求对课题组的研究有益。

调查于xx年1月在山东费县农村进行。

一、调查问卷结果1、被调查人状况：男，已婚，40~50岁，
中学文化，家庭年收入2万元，育有一男一女，未外出打工，
初婚22岁以上。

2、该被调查者认为本村结婚年龄平均在22岁以上，他认为合
适的婚龄大约是：男25岁，女23岁。

3、该被调查者认为彩礼数额大约为5000~10000元，并认为彩
礼有无并无所谓，彩礼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的情况比较多。

虽然有女方不要彩礼的情况，但是不多，他认为原因不是由
于男方家里经济困难、破除传统习俗的束缚、只要爱情，不
图钱等原因，而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给彩礼的男女双方意味着双方订婚，但可以反悔。

4、该被调查者认为订婚仪式很重要，婚姻程序中最重要的是
登记。

该村出现不登记就举行婚礼的情况但不多。

该被调查者认为既没有登记也没举行婚礼，但已经订婚而同
居的情况就是夫妻关系。

并且没有登记只举行婚礼而同居的形象认为就是夫妻关系。

仅举行婚礼没有登记而结婚的人发生纠纷要求解除关系，一
般由村干部调解。



5、该村有早婚现象，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被调查者认为原
因是随大流。

6、该被调查者认为该村有悔婚的情况，但是不多。

悔婚由男方或女方提出的情况都差不多。

主要原因有男方个人问题、女方个人问题、男方家庭经济困
难。

订婚后又悔婚时，一般由村干部出面调解。

订婚后一方提出悔婚的，提出悔婚的一方放弃彩礼。

7、该被调查者认为解决订婚、彩礼、事实婚姻等纠纷的方法
是双方个人协商解决。

8、该村有为数不多的男方入赘女方家的现象，他认为是正常
现象。

9、近几年该村没有转亲换亲的现象。

二、访谈调查结果1、该村男青年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不多，
一般都是在本地婚恋，女方是当地人;女青年到外地打工或经
商的也不多，男友或丈夫都是本地人。

被调查者认为由于受本地的传统的影响，男孩子要回家赡养
自己的父母，到年龄后都要回家结婚不再外出打工;女孩子受
到的约束少一些，但在家长的`要求下大多都回家结婚、生活，
女孩嫁到外地被认为不能赡养父母，是不孝的。

男女青年最终都要回家结婚生活，因此他们暂时外出打工或
经商不会对本地的婚姻状况有太多影响。

本村现在男女青年比例基本平衡，男青年稍多。



因此有些找不到老婆的男青年要打光棍活到其他地方买老婆。

2、据被访问者讲，近三十年来彩礼的的数额有很大的变化，
由原来的几十元到现在的上千元甚至万元。

嫁妆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三十年前主要是橱柜、写字
台、桌子椅子等，今天的嫁妆多种多样，主要有大组合、小
组合、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太阳能热水
器，甚至还有电脑。

3、被访问者认为本村男女青年主要通过媒人介绍认识后交往
一段时间结婚，基于自由恋爱而结婚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主
要原因有：自由恋爱双方比较盲目，家长对双方的情况了解
后不同意。

男女青年多在外打工或在本地打工，自由的时间少，很难能
有时间自由恋爱，多是在父母要求下通过它人介绍恋爱结婚，
通常时间较短。

4、通过每人介绍结婚的现象很普遍也很正常。

但与过去包办婚姻有本质的不同。

媒人只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至于到底能不能结婚还是有双
方决定。

现在已经没有包办婚姻的情况了。

媒人介绍婚姻主要是给另一方介绍另一方的个人情况，家庭
情况。

5、被访问者认为本村青年多是按照当地习俗结婚，年轻人举
行婚礼要按照双方父母的要求办，一般不能自行其是。

有些有地位的人在外地结婚就不会要求必须遵循本地的传统，



按照当地习俗结婚一方面是一种良好的秩序或善良风俗的要
求，另一方面是对长辈的尊重。

6、三十多年来婚姻习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结婚前男
女双方互动多了，婚礼上有了更多的程序，比原来更铺张浪
费了。

积极的快速发展也深刻的影响着本地的婚姻，彩礼数额发生
了变化，嫁妆更丰富了，婚礼红包的数额也增加了，酒席花
样也是越来越铺张了。

7、男方入赘女方家的主要原因是女方家没有男孩，男方入赘
可以帮助女方赡养老人。

三、资料分析1、从调查结果看，农村对结婚年龄的观念相对
于法定婚龄(男22岁，女20岁)要高一些。

彩礼的数额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彩礼仅作为一种结婚
前的程序，在农村成为必有的形式，只是意味着订婚，没有
实质上的意义可以反悔。

对于夫妻关系，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已订婚或者举行婚礼就
被认为成了过门的媳妇，是夫妻关系的开始。

在农村，男方入赘女方已被普遍接受。

转亲换亲现象已经消失。

在解决纠纷上一般是由村干部和当事人一同协商解决，打官
司是例外。

2、根据调查显示，本地区民风淳朴，有尊老爱幼、赡养老人
的良好传统，在外打工或经商的男女青年一般都回乡成亲，
在家长和长辈的要求下也大都按照本地习俗举行婚礼。



也正是由于打工上班的人越来越多，媒人介绍婚姻成为了主
流，但与包办婚姻有本质的区别，婚姻最终的决定权属于男
女双方。

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改变了当地的结婚习俗，一般都是轿车接
送，家俱一应俱全，大到洗衣机电冰箱，小到锅碗瓢盆。

结婚程序上也比以前正式了许多。

男方入赘的主要原因是女方家里没有男孩。

落实两为主一报告篇五

一、除夕

农历年的最末一天称岁除，这天晚上称除夕，潮汕习俗谓之
过年。

除夕前人们便忙碌张罗备办各式年货了：买鸡、鹅、鸭、鱼
肉;添制新衣饰;新购家具、器皿;选购年画、春联等。尤其要
买柑桔、青橄榄等水果作象征吉祥如意和迎送亲友的佳果。
旧俗过年前，男必新理发，女必挽面，现女子多为剪发美容。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神明上天述职之时。是日起，家家户
户大扫除，用物和被帐都行清洗，谓之采囤。

除夕前一二天，家家户户制作各式品，以备过年之用。

除夕日外出家人都得赶回家团聚。除夕夜全家围炉吃团圆饭。
饭后大人们给孩童、子女给父母上辈，分发压岁钱。是晚农
家水缸要贮满水，米缸要填满米，灯火不能熄灭，以象征岁
岁有余、年年不断炊的好兆头。

过年夜守岁之俗十分普遍。守候新春来临，新年钟声敲响，



家家户户鸣放鞭炮。

二、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日称元日，为新岁之首，春天之始。天方拂晓
喜炮声声，家家户户厅中大桌上，红盘盛满大吉(即柑，柑大
于桔，故称大吉)、青橄榄及各式精美糖果，门前张灯结彩，
晚辈向上辈敬茶祝福。这天多数人家要吃素，最少是早餐不
吃荤。早餐后大人携小孩带上大吉到亲友家拜年，主客互致
新正如意，恭贺发财添福等吉利话;主人请客以大吉、槟
榔(古俗敬槟榔，今用青橄榄代之)，共品工夫茶，客人赠上
大吉贺主人吉祥如意，主人要以大吉回赠，俗谓转敬式换吉，
意在回敬美好祝愿。

还有映电影、赛球、书画展、猜谜语等。白天夜晚人们成群
结队尽兴游赏观看，一片迎春的热闹喜乐气氛。

三、吃团年饭

家家户户的住宅打扮得焕然一新后，除夕将至。于是，主妇
们便忙着准备做一年之中最丰盛、最富意义的团年饭。团年
饭，顾名思义，是一家在过年时欢聚在一起吃饭，连故去的
老祖宗也不忘记的。因此，家家户户做好团年饭之后，首先
必须拜老公(祭祖宗)。祭祖时，应该将代表祖宗的香炉从神
龛上请下来安放在供桌上，然后焚香祷祝，请祖宗用餐。然
后长幼依序跪拜，这充分表现出潮人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
的传统美德。祭毕，将祭祖用的饭菜重新热过，设大桌于大
厅，一家人团团围坚，这是每个家庭大团圆的美好时刻。一
家人不论平时天各一方，或者平时有多少疙瘩，这个时候也
应该欢声笑语，不能说伤心事或吵闹。

用过晚餐，家中主妇就忙着收拾饭桌，于是，一场大清扫活
动便开始了。这一次清扫不用很讲究，纯粹是为了清洁卫生
而已，不像年底的那一场，必须用松枝掇草扫刷。然后便生



炉起火，开始准备明天祭神的供品--斋菜。斋菜的种类很多，
有芋头做的，有番薯做的，也有的是用枣子做的，有的则是
用花生米、芋头与番薯合起来做的。做斋菜的料都应该在下
午时就准备完毕，让其晾干。炸斋菜时，等炉火生好的时候，
放上一口铁锅，注上大量花生油。等油沸时，用这些料子拌
以粉浆往锅里一放，它就在油锅里吱吱地冒气泡。熟时，黄
澄澄、香喷喷地格外诱人。这时，家中若有客人，女主人就
会献上新炸斋菜一盘，再泡上香醇的工夫茶，让你尝尝遐迩
闻名的潮汕小食的美味。

四、送压岁钱

送压岁钱是潮汕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长辈要分钱给后辈，
能挣钱的后辈也要送钱给长辈。这些钱不能直愣愣地送，而
要很讲究地装在一个利市包中，或者用一块红纸包看。这俗
称为压肚腰，意谓一年从头到尾，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富
富裕裕。特别有趣的是，小孩临睡前，父母必将一张大面值
钞票放在小孩肚兜中，睡醒后即将钞票取回。

五、拜年，送大桔

拜年，又称为拜正。初一一早，人们起床穿好新衣后，第一
件事是自家对拜，往往是后辈先祝福长辈，然后长辈再给后
辈晓以期望。早饭后，就各自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拜年。潮汕
俗谚说：有心拜年初一、二，无心拜年初三、四。说的是拜
年越早越见其诚意。故此，有的人起床后就立刻向亲戚朋友
拜年去了，回来后才吃饭。

拜年的人，无论带了多少礼物，其中大桔(潮州柑)是不可少
的。大桔取其谐音大吉，带多带少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能是
奇数。拜年者进了亲友的'门，应该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祝语。
对老人说新春如意寿比南山，老人会咧开没牙的嘴笑;对有工
作的人则说工作顺利、新年进步，听的人会觉得十分顺耳;如
果是做生意的人，最中听的莫过于新年大赚、发财利市了;如



果是正在读书的小孩，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新年学习进步、
成绩突出。送他们这种祝语，他们会对你十分友善。落座后，
主人会殷勤沏上闻名遐迩的潮汕工夫茶待客。临走，主人便
会从来者的礼物中留下两个大桔，然后取出自家大桔交换，
意在互赠吉祥。有好诣诙谐者新正出门给人拜年，往往只在
裤兜里装上两个大桔，一一拜年后，裤兜里依然是装着两个
大桔不变。因此，民间有善诣者称年初的拜年礼俗为换柑运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