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节的实践报告格式 春节社会实践
调查报告(优秀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
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
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春节的实践报告格式篇一

20xx年1月21日——20xx年2月31日

亲戚、同学、朋友、家长、教师

问卷调查、电话咨询、访谈

首先制作好问卷，电话咨询亲朋好友，再采用访谈咨询家长、
教师来记录高中生的假期安排和外出情况，以便给出恰当又
合理的建议。利用网络整理出资料。

经过访谈记录知道里大部分高中生都喜欢蜗居在家里做作业，
尤其是高三学生，在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高一学生比较悠
闲，大部分喜欢外出，但是有小部分外出都是去网吧等不良
场所。虽然都喜欢外出，但是出去锻炼身体的极为少数。高
一学生外出的大约有60%，但是锻炼身体的只有20%。高二学
生外出的大约有40%，锻炼身体的只有15%。高三学生外出的
只有15%，锻炼身体的几乎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仅有3%左
右。经过计算，高中生平均外出的时间约为2—3个小时，一
般都是去书店、公园等公共场所。这些人中，是父母清楚原
因后才外出的有60%左右。

对于假期的学习安排，百分之百的学生会上网或者看电视，
平均在1—2个小时，因为不论是谁，都经受不住这些诱惑。



高一、高二的学生在完成寒假作业后，都喜欢上网或聊天，
但也有部分学生喜欢阅读有益书籍，大约在1—2本书。高三
学生做完寒假作业后，还喜欢复习以前的知识，然后做做高
考的题目。

对于上述情况，我认为学生外出是不能完全否认的。因为一
些学生外出是为了有益身心，也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
一些学生在寄宿学校就读的就应该多多外出，否则一些学生
会因此得忧郁症，最后走上不归之路。我们现在的任务主要
还是学习，但是亲近大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学习不能少，
外出也不能少。我们应该合理的制定好假期计划表，将学习
和外出相结合。

1、制定一张假期计划表，合理安排时间

2、外出时应先和父母说明原因，让父母放心

3、外出时最好是多去一些有益的地方，绝对不能去不良场所，
尤其是网吧

为了更好地安排学生外出与学习的时间，我们咨询了家长、
教师的意见，也上网采取了一些建议。

制定寒假生活计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现在的初
中生更应该制定一张假期生活计划表，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
同时也能合理的安排学习时间，不仅能学习还有走进大自然。
在寒假的最后几天里，还可以写一份新学期的打算，为新学
期做好充分的准备。

春节的实践报告格式篇二

本文目录

春节社会实践报告1.



春节期间酒水促销的寒假社会实践报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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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寒假春节社会实践报告时间过的真快啊!又一个充实的寒
假过去了。在20xx年的寒假，我有了一个充实的、难忘的社
会实践经历。我度过了一段被人称为“老师”的难忘的，阳
光的日子。

记得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
民教师。可是后来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我成为了一名学习食
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可儿时的那个梦想却一直都没
有消逝。老师那高大的形象和伟岸的身躯，“好大一棵树”
的优美旋律却依然在我脑海中萦绕，在身边回响。于是就有
了这样一个“一石三鸟”的经历。可以实现我的儿时梦想;能
多一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完成学业。后来我
发现不仅仅让我学会了这几种东西。而使自己更加清楚的了
解了自身的能力和学到了许多课堂以外学不到的东西。

在假期前两三周我就找到了家教的工作。虽然做家教的地方
离家很远，薪水给的也很少，我还有晕车的毛病，可是为了
我的理想和追求，我还是欣然前往了。第一天是试讲，我给
两位高中生补习数学，为了能做的更好，我又把高中时代的
课本重新翻阅了几遍，走上了我的人生第一讲。尽管有些紧
张，但是我还是通过了第一关。当时我心中唯一的感受就是
做一名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呀。

一回生，二回熟，就这样我便做起了我的“老师”了。可能
是第一次给学生做家教吧，我格外认真，每次讲课的前一天
晚上，我都很努力的备课，生怕讲错了那一道题。可是这样
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我讲错了一道题，当时要是有一个
地缝，我恨不得钻进去。就这样我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辛
苦，很累，但是却很充实，算是顺利的完成了我的家教任务。
学生家长也对我很认可，那两个学生也对我很尊敬，我们也



成为了好朋友。特别是他们管我叫“孙老师”的时候，我的
感觉就好像是飘向了天，很自豪，很光荣。那时我才真正的
明白人们为什么说老师是太阳低下最高尚的职业。

做了一个月的“灵魂工程师”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的努
力也没有白费，我的那两个学生在考试中，数学成绩提高
了20多分，听到了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我好像觉得自己真
的是一名人民教师了，两个学生的家长还让我下个假期继续
去做家教，但是我婉言拒绝了，并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觉
得我应该去体验更多的人生经历，更多的丰富自己的人生。

一个月过去了。而我人生的实践经历却才刚刚开始。这段时
间里，我更加清楚的了解了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我的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和缺点，我要不断的完善
自己，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一名高素质的人才。
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次经历将会激励我更加
努力的学习和从各方面去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全面的发展
的创新型社会人才。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而要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状元
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要经历的比别人更多。因为那也是
你的人生财富，而且的是无价的。所以，努力吧!只要你去拼
搏，去努力，每个人的人生都将会是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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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天寒假已经结束了，但寒假里那十天社会实践的经历却
依然历历在目。我为佳惠葡萄酒公司做终端超市春节前酒水
促销情况的巡查。走遍六盘水市县一区15所超市，我所得到
的不仅是填写在表格上的巡查结果，更重要的是我对超市的
经营以及六盘水市各县区的发展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以前逛超市只看商品和价码，从没考虑过其布局、运营之类
的东西。在巡查前期简单的“培训”中，我第一次得知，超



市的货架一般分普通货架、端架和堆头。在五层的普通货架
上，第三、四层是最佳的商品摆放位置，顾客不需要过度地
仰头，也需要弯腰或下蹲便能看清商品，所以，这两层摆放
的商品应该就是超市的主推商品，当然商品厂家提供给潮湿
的经费也要多。对于堆头，特别是促销商品的堆头，更有彩
旗、气球、围档等渲染气氛之说。一般说来，一个堆头的大
小是1米*1米或者1米*2米，更大的1米*3米或者2米*2米的比
较少见，如果超市有这类堆头的摆放，那么其摆放的商品必
定是促销商品的重头戏。

从对我们进行简单“培训”的佳惠葡萄酒公司销售部经理口
中，我大概了解到，超市促销用的堆头、围档以及颈标(针对
酒水)的经费是由厂家提供的。而我们这次巡查的目的就是为
佳惠公司提供各超市促销的真实情况(如堆头大小、端架个数、
促销人员数量及表现等)，以便将结果与超市呈报的数据进行
对比，来决定下一年度是否继续在该超市促销商品。

上面提到促销人员，使我想到，促销人员数量及表现能特别
明显地反映出该超市的经营状况。如威陵县的新合作购物广
场，佳惠葡萄酒的堆头是两个1米*2米，而促销人员有三个，
每个促销人员对消费者都很热情，即使是对学生身份很明显
购买酒水可能性不大的我。双水区的银座一店、二店也都如
此。这类超市总能让人感觉到其蒸蒸日上的大好前途。而在
六枝县的德达鑫超市和水城县的新世纪超市，佳惠葡萄酒的
堆头只有一个1米*1米的，现场无促销人员，看上去经营很萧
条，而实际上几乎也是这样的。

关于促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品的摆放。就佳惠葡萄酒
来说，在普通货架或端架上，如果颈标悬挂不齐甚至酒瓶东
倒西歪或者落满灰尘，不管促销人员多热情地推荐，消费者
早就打心底里否定了这个商品。当然，出现这种商品摆放情
况的超市，其促销人员一般不会太热情，甚至可能没有促销
人员。



另外，这次巡查还带给我远超出超市经营之外的知识。

走过个县区的大街，便能明显的感觉到它们彼此之间不同的
人文气息，当然还有经济发展水平。

除去繁华的市区不论，六县之中给人感觉最好的当属经济最
发达的水城县。xx年水城县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十九。坐上去
水城县的县际班车便感觉到一点奢华，其班车是六县班车之
中最豪华的，车上的水城人总让人觉得他们有一种傲气十足
的优越感，这大概就是物质上的充裕在精神上的反映了。

第一次到水城县城，隐约能看到一点大城市繁华的气息。走
过其主干道之一的中山二路，便可发现其经济发展水平绝不
只是略高于其他县。肯德基、一条街三座大型购物广场是其
他县城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水城县的发展方向完全超越了县
级而朝向市级。

众所周知，人们在满足生存资料、发展资料需求的基础上，
才会追求享受资料的消费。走完中山二路，我很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鲜花等装饰品特别畅销，而这类商品在我所在的威陵
县几乎被列为了奢侈品，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劳苦大众没有闲
情逸致去买束鲜花来欣赏。这是让人心寒的差距。

比较水城县和威陵县，出现这种差距有点让人费解但又在情
理之中。

水城县有大片的沿海滩涂和芦苇湿地，西部有徒骇河流经，
淡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辽阔，土壤肥沃，种植历史悠久，
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和技术，还有特色农产品——冬枣。可以
说水城县无论发展渔业还是种植业甚至是造纸业等工业都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水城县的渔业还停留在家庭式发展
阶段，完全没有形成规模经营，海产品未经深加工便售出，
毫无附加值可言。再将特色农产品冬枣，县里为了打造冬枣
之乡的名声确实耗费了巨资，比如为了方便冬枣出口，负债



建起了大高航空城，年年举办冬枣节，其初衷明显是为了水
城县的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仅靠这些环境建设是远不够的。
这些年枣农积累了一些经验，尝到了一点甜头，便开始有点
晕了头，无节制的喷施有机肥、叶面肥、果面肥，结
果，“维生素丸”活生生变成了“毒药丸”，农药残留严重。
这不是自毁名声，而是确实希望沾化政府可以加强管理，重
视质量，形成规模经济。

对于威陵县，我不甚了解，但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毗邻工业
发展城市——毕节，这大概是其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这只是外因，内因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了水城县，对其他县也有一些大致的印象。把双水区排除
在外，我所感到的六县经济发展水平大致是水城县、六枝县、
盘县、威陵县、二塘县、金钟县，不知道这结果与实际情况
是否相符。

这些大致就是我寒假打工的所见所感所得了，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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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实践报告格式篇三

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素养的今天，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
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避免篇幅过长。一起来参考报告是怎
么写的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春节习俗社会实践报告，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这个寒假，学校再次让我们做关于假期的社会实践报告，这
也是假期作业的惯例，之前，这个作业我没有特别的重视，
所以之前并没有参加之前的评比。这个假期，这个作业我将
会好好完成。



放了寒假了，20xx年有两个九月，所以这学期的时间较长，放
假较晚。一到了假期，同学们一定在家里都规划好了自己的
假期。随着寒假的开始，也寓意着快要过年了。春节，大家
并不陌生，这是我国每年都要庆贺的大事。再说春节习俗，
有人说，不就是吃饺子、放鞭炮吗？其实不然，我国各地人
民的春节习俗都是不一样的。想要了解？我会一一介绍给大
家。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过年”的风俗不仅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性使其又有明
显的独特之处。

在河南，春节的祭灶仪式尤为重要。这主要来源于一个民间
故事：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两人非常疼爱他，
可没办法，家中贫困，只能让儿子上煤矿去挖煤。有一次，
老汉去探望儿子，在路上遇见一个光脚片的同路人，交谈中
得知，光脚片是阎王派来收回一百名矿工，老汉乞求不要收
回他的儿子，光脚片应允，让他别告诉别人。此事过了三年
之后，在腊月二十二晚，老汉将此事讲给自己的老伴，谁知
被灶神听去禀告了玉帝，玉帝随之收回老汉的儿子，惩戒了
光脚片。为此，每到腊月二十三这天，人们敬灶君吃灶糖，
希望他到天宫后，不要再搬弄人间是非。久而久之，人们都
在腊月二十三祭灶。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
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
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
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福”字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
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
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
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
其为“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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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
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
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
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
岁”。守得越晚越好。

饭大家都知道有俗语称，江西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
南人怕不辣，这样玩弄文字的目的在于形容湖南人嗜辣的饮
食习惯。湘菜爱放辣椒，辣椒可说是湘文化的精神图腾，制
法也是多种多样，辣字当头，也兼顾色、香、味，让食客吃
罢汗流浃背，唇齿留辣，回味良久啊！这湘菜中有名的菜式
却都是普通之物，如老姜炒子鸡，湘潭剁椒鱼头、毛式红烧
肉等，均是经济实惠之物，价格与滋味都平易近人，因而广
受大众食客追捧。

打过开门炮，各家男女穿新衣。主妇烧佛茶，以江西瓷碗盛
各种祭品，供于香案。中堂悬挂祖宗图像，先拜祖宗，再拜
六神（灶神、檐头神、白虎爷、井神、土地神、财神）。民
间认为这六位神祗，是每家的保护神，新年祭拜，主要祈求
全年人口平安，家业兴旺。

旧时正月初一中午，在xx县，各家要祭拜祖宗。其仪式由家
庭主妇主持。先列供品，摆好酒盅、筷子，在酒蛊里斟上黄
酒。在神位和供桌中间要摆一条长椅，然后点起红烛，并在
祖先、三官大帝、土地神、灶神等所有神龛香炉上焚香。待
红烛燃过四分之三左右或香引将焚完，此时开始烧"金纸"
（一种贴着金箔，折成元宝状的纸钱，俗信经过念经才有
效），放鞭炮。最后撤馔，撤馔前要先移动供桌前的`椅子。

拜祖时，供桌上的礼品不准动；凡祭拜过的供品，除糕点果
品外，均要重新煮过或经蒸气热过才能吃。否则，都认为是
对神灵、祖宗的不敬。



正月初一早上，在洞头岛上至今还保留了一种叫拜茶的习俗。
拜茶即以红枣、桂圆、年糕等煮成甜茶谓"红枣茶"，取其吉
利之意：红枣--日子越过越红火，桂圆--合家团圆、平安顺
利，年糕--步步登高。"拜茶"分两部分：一是拜祖宗，盛小
碗，供于灶神像前；二是拜灶神，都要焚香燃烛、烧金纸、
放鞭炮。拜茶之后，全家每人各盛一碗喝。因新年第一餐是
喝汤的，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或出门在外，或在家干活
儿，若遇雨受阻，人们便会以"正月初一喝汤的"这话自嘲。
喝过茶后，还要再烧线面吃，俗谓"长寿面"，既是图吉利，
祝愿全家老小长命百岁，又因喝茶不够饱，作为添食，可收
一举两得之效。

行花街除夕之夜，吃年饭、守岁和逛花市是老广州辞旧迎新
的三件大事。年三十晚上的年饭是越晚吃越好。

拜神凌晨祭祖拜神，杀鸡。起床焚香，放炮仗。这天互相拜
访，不问贵贱，奔跑往来好几日，名曰“贺新岁”。初一的
中午饭必须吃斋，用粉丝、腐竹、发菜、冬菇等煮成一
锅“罗汉斋”，希望这一年该吃的素菜都在这一天吃完，往
后就可以大鱼大肉了。

开年一大早，家中妇女要主持“开锅”，下花生油，煎萝卜
糕、煎鱼。现代人更是喜欢将开年饭摆到酒楼吃，吃得越早
越好。这天，邻里和亲友之间，往来拜节。广东流行女儿携
家带口回娘家。广州的一些郊区农村还保留着“放生”的习
俗，买活鲤鱼，用红纸盖上鱼眼，拜神之后到河塘放生。

穷鬼日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因赤口，希望避免与人发生口角
争执。一些广州人会选择足不出户。这天如有人串门，会被
当作穷鬼赶出门。

神落天接财神回家。如果旧年不如意的可能用“一碗清水、
三支香”。



北方过年，有一个影响极为广泛的俗语：“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年
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
初一扭一扭。”大致道出了北方农村过年的安排。

黑龙江农村与这略有区别：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道有
（对联），三十走油，初一磕头。其中，贴道有是贴对联的
意思，黑龙江农村，按老规矩，水井上贴的对联一般是“道
有”，两字为竖着写，道字最后一笑“捺”同时作为有字
的“横”，意思是水连续不断，什么时候都有。三十走油，
是用油炸面制的干果之类，现在做的已经不多了。

黑龙江农村过年，一般始于腊月二十三，过了正月十五，年
算过完了。

1.腊月二十三，要放一挂鞭炮，吃饺子。灶王爷和财神要升
天，即将旧的灶王爷像和财神像烧了，有的人家会摆些供品，
堵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们“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2.腊月二十四，扫房，打扫卫生。

3.腊月二十六、七，要杀猪杀鸡。不急着吃的肉，外面便是
天然冰箱，直接送库房冻起来。

4.腊月二十八，发面，蒸包子馒头和豆包，一部分作为贡品，
供奉祭祀祖先用的。另一部分则为了吃，过年了，女人们也
不会天天做饭，也要歇歇，也要过年。吃饭时，就取来热热
就可以。现在这样做的也不多了，面食买着很方便。

5.腊月二十九，写对联，贴春联。不仅人住的房屋贴，连鸡
窝猪圈羊圈牛圈都贴，印象中，牛圈经常贴的一幅对联便
是“牛似南山猛虎，马赛北海蛟龙”，鸡窝贴“金鸡满架”，
猪圈贴“肥猪满圈”或“大猪年年有，小猪月月增”。除了



春联，还贴窗花剪纸、挂帖和年画。

6.腊月三十，早晨要放鞭炮，下午要吃饺子，接神，迎接祖
先回来，有家谱的人家，会将家谱贴上，没有家谱的人家，
会用红纸写一张“三代宗戚”，贴在墙上，摆上供品供奉。
同时，也迎接灶王爷和财神回来。有一些人会印许多财神像
到各家送，这是送财，各家是不能不要，而且还要赏些钱的。

年夜饭一般要有猪蹄和鸡爪，意味挠钱靶子，来年多多捞钱。
年夜饭不能吃虾和东北人经常吃的酸菜，虾与瞎谐音，酸是
变质了的意思，不吉利。年夜饭最好有鸡有鱼，象征着新的
一年大吉大利连年有余。晚上守岁。一晚上的垃圾不能往外
扔，似乎除夕夜扔垃圾是要倒钱，不吉利。午夜钟声响起，
要给祖先家谱和家中长辈磕头拜年，长辈要给小辈压岁钱。

春节的实践报告格式篇四

在新年悠悠的余韵中，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现在
过年花钱更多了，可这年味却似乎不可挽回地变淡了。

说到年味，人们的眼前常常会浮现这样经典的传统图景：风
雪夜归，合家团圆，围炉夜，守岁至明，开门三声爆仗，新
年游，看花市，百戏竞阵，货郎蚁集。然而这样的简单图景
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外来务工青年工作是服务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工作，
是推动企业两个文明建设的工作。近年来，一大批外来务工
青年参与了上海纺织的创业，他们立足本职，勤奋工作，默
默无闻地奉献着青春。在各级党政领导共同关心和重视的前
提下，共青团组织作为外来务工青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有
必要研究好、策划好、部署好、落实好这项工作。本文立意
于以先前的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为基础，对华申集团公司范
围内的外来务工青年队伍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感性的或理性的



剖析，并结合实际阐述了已付诸实施的工作措施及具体做法，
同时指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

针对公益创业青年希望提供哪些创业扶持这一问题，调研结
果显示，资金支持占80%、公益孵化基地占59%，税费减免
占54%。此外，65%的公益创业青年期待对公益创业制定单独
的政策措施。

每个人心中都有对春节的专属记忆。在70后莫阿姨的脑海里，
过年就是爸爸写春联。大笔一挥，“日日财源顺意来，年年
福禄随春到”，再加上横批“新春大吉”，真是一气呵成；
在80后黄哥哥的脑海中，过年就是奶奶贴窗花、上香祈福。
除夕一到心灵手巧的奶奶就会买来彩纸，剪出“春”“福”
等字样或窗花。只是时到今日，过年再没见奶奶剪过窗花，
倒是初五全家人去当地“仙女石”祈福的传统一直未变。在
调查中，82岁的张大爷告诉我们，他见证了花灯由纸质到绸
缎，由点小油灯到灯泡、节能灯的转变，现在绝大多数家庭
都不再点花灯。如今过年，大人麻将，小孩电脑，传统年俗
渐渐不见踪影，年味儿越来越淡。

虽然饭店比不上那种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外企需要很高的文
聘，但在招聘的时候也是很小心谨慎，对来应聘的人员也是
有很多要求的。饭店主要招聘的有以下职位：经理，收银员，
服务员，接待员，厨师长，厨师，传菜员，采购人员。对这
些职位的共同要求是人品与工作态度。因为这些职位之间都
是环环相扣的关系，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下一
个人的工作，甚至会导致整个工作链瘫痪掉，进而影响到整
个饭店的运营状况。

现在的春节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消费时段。消费虽然火
爆，但年味似乎并不是用金钱能买的到的。

1、剪窗花、放鞭炮、拜祖宗等许多习俗，现在已变成一种文
化符号和标签。



在新兴消费观念的支撑下，日益兴起的别样消费也正在逐日
冲淡年味。当然，过年办年货，全家老少买新衣新鞋等传统
消费需求仍然存在，且还在增长，但是年货制作愈趋的.社会
化、商品化。在城市里，年夜饭在酒店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在我们石鼓镇路口村这样的小村庄里，都开始有2%的居民
去饭馆吃年夜饭，极大的冲淡了传统年味。

2、短信拜年使拜年这一大过年的重头戏大大简单化。

传统的贺卡，电话祝福，走亲访友的祝福已经越来越少了，
人们很难感受到其中的浓浓情谊，再有趣味的短信读起来也
味同嚼蜡了。

3、大量市民的出游计划使得传统春节市场上部分消费者缺席，
不少人已不再坚持“风雪夜归，一家团圆”。

统一思想认识，落实筹建资金。创业就业是民生问题，农村
青年创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引导青年自主就业，实现农业产业
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此，各级部门应从构筑和谐社
会，促进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来正确对待
基地建设。

关于基地资金的筹集，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企业
冠名。邀请县域优质企业出资冠名，由其承担基地首期资金
投入，配合乡镇团组织做好基地筹建，或能引进项目、解决
销售。二是出资。由地方部门或所在行政村在转让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同时，对部分资金予以留成，用于维系基地正常运
作。三是青年缴纳。基地对青年创业者的作用显而易见，作
为基地创业主体的青年理应分摊一部分基地费用，确保其有
序运作。

品位年味更难的原因还有很多，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过年消费远没有过去那么高度集中。而且现在东西方文化交
流，一年大小节日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冲击了春节的传统地



位。无论大人小孩不用等到新年就能换上新衣服，餐桌上天
天都能摆上以前过年才能吃的到的美食，小时候盼望
的“年”也就极大地失去了它的意味，没有人再炫耀自己的
新衣新鞋，因此人们越来越体会不到“年”有什么特别的了。

尽快开办未成年人德育教育课。由于学校的当前教育还是以
应试教育为主，很多学校都把德育教育课当作副科处理，甚
至有些学校干脆就取消了德育课，使未成年人的德育水平极
低，出现了荒漠化现象。所以，在社区开办德育教育课已成
当务之急。通过与家长沟通，我们建议利用双休日成立社区
德育教育班，集中未成年人学习，尽快补上这一课。

暨南大学商学系主任杨建华认为，未来人们过年会花钱更多，
体验更多“年味”的新概念、新感觉。越来越多的、各种各
样的便利措施，让人们从传统的忙碌中解脱出来，转向新的
忙碌，年味将越来越脱离“物化”而转向为“情化”，
从“肚子过年”到“脑袋过年”，由“节庆型”向“假期
型”过渡。民俗专家认为，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时刻，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生活在现
代社会没有必要坚持以前的繁文缛节，但是必要的礼节还是
要坚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常嗣新说，传统年俗
应该与时俱进，将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用现代化的手段包装起
来，形成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年俗。

在此， 我想借这篇报告呼吁广大人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
重温那种过年的温馨感觉，和亲人围坐一团，聊聊天，谈谈
心，一起吃年夜饭，一起看春晚，在鞭炮声，烟花绽放中迎
来新的一年，看看平凡简单却无处不透露着温馨甜美的感觉。

春节的实践报告格式篇五

实践单位：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

实践时间：xx年1月29日至xx年2月17日共20天



实践目的：为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
改变学习方式，拓展学习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
增进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我们于xx年1
月29日至xx年2月17日期间在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开展了体验
民俗文化，感受节日氛围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新春佳节来
临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我们顺利地
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作业。

实践内容：在开展活动之前，根据我们各自的特长及优势结
合实际，进行了如下分配。任鸿鹏同学在美食方面比较感兴
趣，因此安排他与隋拓同学一起在组织活动期间调查传统节
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各市区及乡村的饮食文化习俗。
何勇兴与刘嘉两位同学则负责组织活动期间调查大连市各市
区及乡村的文娱及传统活动。

在调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的文化习俗时，我们采取先
农村后城市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我们发现大连人的过
年习俗其实和东北人的差不多。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
也特别多。

有民谣道出东北过年的习俗: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房
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
街走。

小年祭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
年来到”。老东北过年要祭灶―――希望“灶王爷”保佑全
家平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芽
糖制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扫尘



腊月二十四，为扫尘之时，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
统扫出门。在年前将房间里外打扫干净，为一年最大的一次
大扫除，也叫除旧迎新，彻底清理粉刷干净迎接新年。

春节的准备

杀猪:在农村，旧时没有冰箱，最好的杀猪季节为春节前，一
是喜庆，二是此时天气最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杀猪的时
候要宴请左右邻居好几桌人热热闹闹的，现在也有二十六买
猪肉之说。

蒸馒头:旧时为了春节期间来客人做饭锅不够之备，所以要提
前蒸几锅馒头备用，也为春节祭祖用，也做粘豆包之类，二
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即指此，也有称二十九把油走，
意指做油扎食品。

置办年货:采购春节用品，如无论家里已经多出多少碗筷，为
了人丁兴旺所以每年春节都要买几个;给孩子买新衣服，以图
喜庆;春节期间出去给长辈拜年的礼物等等。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门心”贴于
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
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
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
中。贴春联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是在二十九或者三十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