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调查报告先写问题提出再写调
查内容最后写结论(实用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的作用是帮助读者了解特定问
题或情况，并提供解决方案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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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调查报告先写问题提出再写调查内容最后写结
论篇一

古人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当我想起唐代大诗人的这句诗歌时就想到
好像清明节快要到了，清明的脚步已经不远了，只剩下了一
步之差。

由于，清明节是在学校过的不能在家里过。在家里，吃上那
平时吃不到的的清明果，那可真是佳肴啊!而且不能在家里和
家人一起去乡下扫墓(踏青)，给死去的故人请安，给他们拜
年，送上家中做出来的佳肴－－清明果让他们保佑我的学习
更好，学业成功。

于是，星期六爸爸在优秀范文版权所有家很空，决定带我回
乡下去给奶奶扫墓。我立即拿来自己家里做出来的清明果，
拿来一个篮子在下面铺了一张干净的报纸，然后小心翼翼的
把清明果平铺在里面，以免发生一想不到的事故。最后，我
把篮子放在车子的后备箱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全家就坐
上了车子。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车子不停的颠簸，这时我想
起了后备箱中的佳肴非常担心，心急如焚。我叫爸爸开慢些
特别是有坑的地方。我们就慢慢悠悠的坐车，就像老牛拖慢
腿。



经过，半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了奶奶的坟前，我拿出
清明果放好，拿香深深的鞠了一个躬，拜了几拜。给奶奶请
了安，向他问优秀所有好。对他行完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以后，
就拿出鞭炮劈劈啪啪的响了起来。那声音震耳欲聋，就像天
上打雷一样。把弟弟吓的呜呜大哭起来。后来我又默默的在
坟墓前许愿希望奶奶能保佑我学习快些进步，全家生活快乐，
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上坟的经过不具体)

不愧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节日啊，是那么的有意义，
不平常好多了了，是那么的有趣不同寻常。又有活动，又有
学问，还有佳肴。是一个与其他节日不同的节日。比西方节
日有趣多，有深刻的意义。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
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
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
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
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

(一)清明节不是固定在哪一天，根据春分点的变化而变化。

(二)节气清明与清明节不同。

(三)原来清明节起源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为忠臣和孝子介子
推。

(四)在清明节人们纪念先人，同时也要多多植树。

现在的中国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能再迷信了。不能在清明
节用火，要多多植树，在文明社会里，我们要迈向小康社会，
让文明、卫生、科技伴我们成长!



清明调查报告先写问题提出再写调查内容最后写结
论篇二

“关于清明节的调查报告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浏览，了解清明节的由来;清明节的习俗

2、通过多种渠道，知道清明节是否是固定日期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内容

上网 节气清明 清明也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
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
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
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
《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
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
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
系。

书籍、报刊 清明节是哪天? 20xx年清明节是4月4号。 清明
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气，是根据每年的春分点来计算的，春分
点每过15天会有一个节气，所以清明在阳历4月4日至6日之间，
5日居多。不是固定在阳历4月5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的。

上网 清明由来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
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
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
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
品。

四、研究结论

(一)清明节不是固定在哪一天，根据春分点的变化而变化。

(二)节气清明与清明节不同。

(三)原来清明节起源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为忠臣和孝子——
介子推。

(四)在清明节人们纪念先人，同时也要多多植树。

现在的中国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不能再迷信了。不能在清明
节用火，要多多植树，在文明社会里，我们要迈向小康社会，
让文明、卫生、科技伴我们成长!

清明调查报告先写问题提出再写调查内容最后写结
论篇三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
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
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
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
品。



而且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
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
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
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
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
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
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
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公。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
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
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
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
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
定为清明节。

关于清明节的传说是多种多样的，是说不完的，今天就讲到
这里吧!从去年开始，清明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日，便于人们
有更多的时间去祭奠亲人。清明节真是来之不易啊!

清明调查报告先写问题提出再写调查内容最后写结
论篇四

上已节在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已日，在周朝以前就有了："郑国
之俗，三月上已，于溱洧雨水之上，执简招魂，祓除不
祥。(《风俗通》)"到了魏晋以后，就统一在三月三日过上已
节了："三月三日为上已，此是魏晋以后相沿，汉犹用已，不
以三日也。(明《五杂俎》)"但仍有"于溱洧雨水之上，执简
招魂，祓除不祥"之俗的延续，就是"曲水流觞"，书圣王羲之的
《兰亭序》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再说寒食节，稍晚于上已节几日，据说是起源于晋文公重耳
烧死介之推的故事，这天是三月五日。后人为纪念介之推，
就"禁火寒食"(古时长达一个月)。又说晋文公取介之推死时
抱住的那棵树的木头制成木履，穿在脚上，时时想念，这就
是古人尊称对方为"足下"的由来。

寒食节的第三天才是清明节，唐朝禁火甚严，官府还派人到
民间检查，用羽毛插入炉中，如若变焦，以死罪论。因此老
百姓在几天前就得先备下糕、粿之类。要到清明节晚上，才
由宫中传出火炬："内宫初赐清明火(唐韦庄)"，第二天的火
就是新火了："朝来新火起新烟(唐杜甫)"。

现在说清明节。现在人多不过上已节和寒食节了。中国人以
清明、七月半、十月朔为三大鬼节，那么清明最具特色的活
动当然是扫墓了，各地大致一样，说说我老家仙游的风俗。
在家里要在祖宗遗像(或牌位)前上供。到了坟地，除草添土，
摆上供品，右侧的"后土"也要摆供品，然后点香烛、烧纸钱、
放鞭炮："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高菊卿)"接
着就按辈份高低依次在坟前跪拜，祈求祖宗保佑，仪式基本
结束。接下来就是大家围着吃供品，说这是祖先赐予的，如
这时有路人经过，可以邀其同享或给他点吃的。在供品里除
了酒肉水果，花生是不能少的，"生"和"丁"在兴化语是谐音的
(福州方言称花生，兴化方言称地生，闽南方言称土豆)，吃
了花生就是"添丁"，生男孩，人丁兴旺，一定要吃的，如有
未到场的，就要带几个给他。兴化人除清明节扫墓，冬至也
扫墓，一年两祭。"清明前，冬至后"，意思是说清明日扫墓，
也可以稍前几天，冬至日扫墓，也可以稍后几天。

清明还吃"清明粿"，是用野地里的一种草(俗称清明草，也
叫"波波"草，因此做出来的粿也叫"波波粿")榨的汁和米粉做
成的，因此是绿色的。这种草只在清明时长的很旺，平时却
少见。据说是清凉解毒，还真是"绿色食品"。我只买过，吃
过，不知怎么做法。有会做的'朋友吗，补充一下。



清明节还有插柳的习俗，说柳可辟邪却鬼，"术曰：正月旦取
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也许
是爱佛教的影响，观音菩萨就是用柳枝沾水济度众生。还有
一种说法："清明不带柳，死在黄巢手。"据说黄巢起义，以
清明为期，以带柳为号。

此外，还有放风筝、荡秋千等活动，唐玄宗李隆基就称荡秋
千为"半仙之戏"，南方人更把清明节当作踏青郊游的活动日。

清明调查报告先写问题提出再写调查内容最后写结
论篇五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来临了，大街小巷上人头攒动，大都是
去祭祀祖先和前辈的人们。他们手里拎着花和“冥”间用的
钱。看到这番情境，我便想了解有关清明节的传说、习俗等！

1．问家长或长辈

2．上网查资料

3．看报纸、书刊等

4．问卷调查

1、清明节的传说

清明节的由来。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
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
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逃亡中，
忠臣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
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
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晋文公封臣，但是介子推不慕名利，
不愿下山。最后晋文公放火烧山，介子推与其老母被烧死在
山中。为了纪念介子推，将此日定为清明节。



2、问卷调查表

3、清明节的习俗

荡秋千、蹴鞠、放风筝、扫墓、插柳、踏青、游春......

4、清明节的诗清明祭诗十四首

其一

春雨清明湿杏花，小山明灭柳烟斜。东风解语拾我意，送送
萦肠入君家。

其二

一沾春雨一断肠，飘零无计觅君乡。方羡飞花随风去，天涯
尽处惹兰芳。

其三

朝听细雨润门扉，年年一度送春回。却把长条攀折遍，才道
相思始成灰。

清明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们应当弘扬民族文化。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的
主要活动是扫墓。不仅要缅怀革命先烈，还要祭祀祖先，还
有踏青、游春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