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申请文化室的报告 文化活动资金申
请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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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申请文化室的报告篇一

县政府：

从xx年独立办公以来，由于办公地点更换了多次，办公桌椅
等设施损坏严重，加之***多年来办公经费缺乏，各项设施及
设备始终没有得到很好改善。为了改善办公环境，提高工作
效率，恳请县政府帮助协调解决以下资金：

一、更换电脑及打印机费用

现有电脑2台，打印机一台，均是多年前配置的，不但速度慢，
而且经常出故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办公使用。按照省***关于
****信息化管理的要求及现实办公的要求，亟需解决电脑8台、
激光打印机2台。需要资金71，000元。

二、更换办公桌椅及卷柜费用

现有办公桌椅均是xx年配备的，多数已经破旧不堪。亟需更
换办公桌椅8台套，新购铁卷柜8个。需要资金29，000元。

以上两项共需资金10万元。

特此报告，恳请批复。



20xx年x月x日

申请文化室的报告篇二

申报单位：铅山县石塘镇

申请日期:

(地理位置 范围、面积 历史沿革和社会经济现状)

铅山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信江上游，武夷山北麓。东界上
饶县，西连弋阳、贵溪，南邻武夷山市、光泽，北毗横峰。
武夷山脉主峰黄岗山位于境内，海拨2157.7米，为华东地区
第一高峰。铅山县境内有梨温高速、国防公路上分线、横南
铁路、省道乐江公路四条大动脉纵贯而四通八达，交通十分
便利。

石塘镇位于铅山县东南山区盆地中，东邻英将乡，南接武夷
山镇，北与稼轩乡、永平镇毗连，西与紫溪乡接壤。总面
积54平方公里。辖8个行政村，1个街道管委会，共115个村民
小组，49个自然村。3910户，16151人。除两户畲族以外，均
为汉族。距县城驻地河口镇40公里。

石塘镇域内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暖和湿润，雨量充足，无霜
期长，四季分明，年均温16.5℃，一月均温4.6℃，七月均
温28℃，年降水量约1800毫米，无霜期240天左右。

石塘镇地势东南高，西北底，平均海拨340米，主要以低山、
丘陵为主，农田、耕地少，水系纵横，水利条件很好，有林
地5.04万亩，森林覆盖率75%，植被以松、杂、毛竹为主，其
次为杉木、油茶。矿藏资源有石灰岩、铅锌矿等。

石塘是一座千年古镇。相传五代时(907-960)镇北有方塘十口，



名十塘，后谐音为石塘(铅山县志同治收版)。南唐保太2019年
(953)置镇，距今有一千余年历史。

石塘镇，宋朝为屯田镇。明代曾称为石塘市。清属旌孝乡。
民国中后期设石塘镇，是铅山县政府第二区署所在地。建国
后初期仍设第二区。1956年撤区并乡设石塘乡。1958年三
乡(石塘、英将、下渠)合并为石塘人民公社。1961年6月公社
规模调整，英将下渠等地从中析出。1967年曾易名为红星公
社。1968年成立石塘公社革命委员会。1981年改为公社管委
会。1984年撤社建乡改为石塘乡。1992年撤乡建镇仍为石塘
镇，至今。

2019年7月，石塘被评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屯田庄，县东石塘。五代间，民皆屯田，耕战两便。屯田
寨故基存焉。”(铅书说苑拾遗)“屯田者，设以寓定也。官
民田之外另有备者也。兵制以来尚矣。铅山自五代间，则有
屯田，庄民皆为屯，屯于石塘。耕战两便，一方无
虞。”(〈铅书·赋役·屯田〉)“石塘市，县东南三十里。
其地多宜于竹，水极清冽，纸货所出，商贾往来贩卖，以给
天下之用。俗尚颇涉华糜。宋为屯田镇。”(《铅山·制置
表·街市》)

“铅山惟纸利天下，……。”从宋元以来，石塘因盛产毛竹
而手工造纸不断兴起，到明代万历年间已发展成江南手工造
纸中心和集散地并企及茶业。纸茶工达五万余众。明《天工
开物·第十三卷·杀青》中对铅山石塘的纸业做过专门的描
述。其时铅山的纸槽几乎遍及全县乡村，仅石塘一地纸厂槽
户不下五百，各槽帮工一二十人。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大
纲》说到了铅山纸业和上海的松江(棉纺织业)、苏杭(丝织
业)、芜湖(浆染业)、景德镇(制瓷业)并称江南五大手工业中
心，是我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地。如这里的复生源纸庄、
查安泉纸号、赖永祥纸行都是自主经营从生产、收购、加工
到销售一条龙的生产流程。生产加工的“连四”、“上关”、



“毛边”、“贡川”、“京川”、“毛六”、“毛
八”、“放西”等20余钟纸质地优良，细软光滑，中外闻名。
尤其是连四、上关、京川、毛边，均属文房佳品，其纸质被
冠为“品重洛阳”，京城御用、奏本、《四库全书》用纸均
产自石塘。旧《铅山县志》称：“纸商采办，重镇石塘，上
关毛边，销往苏杭。”

由于这里成了长达几百年间手工业造纸的重点区域，又是县
内及邻县纸品的重要集散加工地，也就成了县内较大的农村
圩集之一。由于石塘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发展，便逐渐形
成为一方繁华的古镇。

解放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石塘的工农业生
产、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以水电、造纸、竹编、草编工艺为
主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近几年，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工作，引
进大量的外资企业落户县工业园区，财政税收在2019年实现
了两年翻番的目标。

现在，石塘镇每年国民生产总值3200万元;人均年收入达2500
元。全年财政收入189.74万元。

(格局演变与布局结构 主要建筑形态和特点 文物古迹情况
市政设施情况 环境质量情况)

古镇石塘，素有“小苏州”之美誉。这里是铅山县建筑城墙
的两个集镇之一，设置城门城楼6处，城墙外有宽而深的护城
沟。现仅存两处城门一处城楼。这里风景如画，气候宜人，
民居高大，街区整齐，坐落有致。呈“丰”字形的三里长街，
前半部分展示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后半部分显现出一派
现代集镇的风光。葱笼叠翠，峰峦逶迤的群山环抱着古镇，
时而湍急时而平缓的石塘河(古称槐溪河)沿着镇西向北流去。
街区分为中街、港沿、坑背三条街道。中街和港沿是两条商
业街，坑背街道一侧是明代修筑和开挖的“官圳”，沿着坑
背一条街从镇南街头流向镇北街尾。或偎依着屋角街沿或隐



藏在店房底下穿堂而过。这条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的“官
圳”，就这样流淌了好几百年。每间隔几家就有一处埠头，
洗衣提水极为方便。许多人家的外墙都依水而筑，有的甚至
引水进院，方便了卫生和消防。这种民居格局，确有“小桥
流水人家”的景致。涉足者来此无不心旷神怡、忘返流连。

山、水、街同行的石塘，意境的确不俗。这里的店铺建筑仍
保留着清乾隆年间砖木结构，前是店堂，后为居室或作坊，
靠石、拱堤、走廊、商号、瓦檐均有造型各异的木雕石雕和
砖雕，这充分显示那个时代闽浙赣融为一体的建筑艺术和风
格。店屋的门板全是杉木，可上可卸，可将店屋敞开，而且
街道两侧的房屋都有一个伸出屋巷的小阁楼，下达形成走廊，
方便行人。高大的“封火墙”把街区分隔出52条弄堂，大弄
套小弄，幽曲相通。有不少富户豪宅，大门气派宏伟，石雕
美观精致，屋檐飞梁柱石的图案或镂雕或浮雕，高超、明快
而又简洁。厅堂面积大者100多平方，小者50多平方，为处理
家政和礼待宾客的正经场所。大厅两侧的房间谓之正间。正
间旁边又各有走廊通向后厢房。有的还配有小天井的小居小
院，门对天井，光线柔和明亮。

富户院落的华丽是当年纸商们的产业丰厚、生意兴隆的标志。
比较有名的“复生源”、“罗盛春”、“查安泉”、“金鸿
昌”、“天和号”等纸庄纸号的经营资本均在30万银元之上，
这些富户的豪宅，建筑宏伟，布局有序，堂皇富丽，幽静超
然。而“赖家纸行”、“松泰行”、“王发记”、“中和
栈”等几家纸行、栈的宅院，便显得尤其高大醒目;封火高墙，
青砖素瓦，大堂小院，曲径通幽。在镇区内还有不少旺族富
户的宅院高大恢宏，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如坑背花朝门、阔
板桥、祝家大宅、大禾基祝家、官厅、刘家弄刘家、港沿傅
家等，这都是历史的遗存物，至今尚无仿古假造。

幸运的是工业污染还没有光顾这里。大河、小溪、圳沟，所
有的水体水质都非常之好。



石塘，是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观赏地，它也是国
民党统治时期的战略要地，常年驻军这里。皖南事变后
与“上饶集中营”同时成立的囚禁我新四军战士的监狱“第
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第三大队”的“军士大队”
就曾设在此镇的览月楼内(现为镇政府院内旧房)。1941年冬，
国民党“军政部第六被服厂”由广丰杉溪迁来石塘，其厂部、
染房、弹花、缝衣、仓库等曾分别设在阔板桥祝家大宅、天
后宫、贵州会馆、祝氏宗祠和尤田陈家大院等处。现在，在
有的空坪地上或菜园泥土里用手指头抠还可挖出“青天白
日”瓷质帽徽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塘是赣东北苏区革命老根据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罗盛春”纸号大院内和坑背有的民宅
朝门石条上还留下有当年红军的标语。据《江西革命烈士英
明录·铅山分册》载：石塘籍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436
名。1936年2月，在里洋村观星岭成立了铅山县第六区苏维埃
政府。1931年4月21日，方志敏率红军进攻闽北时，攻占了石
塘，建立了石塘港背乡苏政权。同年冬又在港背建立了县第
九区苏维埃政府。1937年国共合作后的次年2月，闽北红军游
击队奉令下山在石塘集中(今石塘中心小学内)，成立了新四
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在石塘通过宣传动员，部队由900余人扩
编到1500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并在饶州会馆内设立通讯
处(对内是县委机关)。同时还在此成立了闽北特委，下辖铅
山、崇安、上饶、浦城、建阳、邵武、光泽、顺昌等县委。
后迁崇安坑口。在整编过程中，赖家纸行和罗盛春纸号的老
板腾出多处房间，作为整编部队分设司、政、后等单位和领
导的住所。当时，黄道、邵式平、张云逸、栗裕、饶守坤、
刘文学、曾镜水等革命先贤们都曾在这里居住过。时近70年
的今天，这里的每一处门梁窗牖、木瓦天井都好像在向人们
诉说着当年的沧桑和风采。

石塘的山水名、人文景观也令人向往：在镇内有明嘉靖年间的
“陈公堤”和同时开挖的“官圳”，当时石塘百姓为陈坦、
蔡鹏霄两任铅山知县筑堤开渠(官圳)灌溉良田万顷而感其德，



便兴建了“遗爱祠”(旧称“鸣山庙”);有令人动听传说
的“张将军庙”;有书香世家、豪门宅院的“解元第”;有一
方净土、建筑别致的“紫荆观”和各种会馆。由于种种历史
原因，这些古建筑大多已荡然无存，但有些还旧迹可辨。

1986年以来,城区建设范围不断扩大，已由过去的不足0.5平
方公里扩展到1.2平方公里。现在镇区人口近6000人，住
户1300户。2019年请上饶市城乡规划设计院对古镇做了整体
规划，根据镇区地情地貌特点，合理的进行整体布局。注重
保护古街古建筑。与新建的新城区相互配套，市政设施与原
街区维护建设配套衔接。

石塘镇街区环境风貌保存完好，委实难得。

(实物遗存的保存程度与特色 环境风貌 规模)

石塘镇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古镇。这里的古建筑的数量、
规模、完好程度和整体风貌都保存的比较完好。

这里有真实的历史遗存物。那些建于宋、明、清的街道、建
于明清的店铺、民宅，都是历史原物，至今尚无仿古造假。
并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期间，虽然有一些后来添
建、改动的建筑存在，但是，仅仅占了很小的一部分，风格
上基本一致，无伤大雅，并且，通过门面改造，已完全可以
和古镇融为一体。

撰修于明代的铅山最早的县志——《铅书》中说：“石塘以
造纸为生。”又称：“石塘市，县东南三十里(指距离旧县城
永平镇)。其地多宜于竹，水极清冽，纸货所出，商贾往来贩
卖，以给天下之用。俗尚颇涉华糜。”

这里的历史风貌完整，地点特点显著，反映当时石塘手工业，
尤其是手工造纸业发达，商品经济异常繁荣，富商巨贾很多，
居民生活时尚甚至奢糜的典型特色。



三条大街尤其是坑背街、中街之上，接二连三的豪门大宅，
许多是纸号、钱庄。石库门的门楣、门框，临街窗户都有精
湛工艺的浮雕、镂雕。“福禄寿喜，招财进宝，吉祥如意，
八宝八仙”，等等、等等。

这里是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观赏地。

古镇石塘，有特有民俗桥灯文化，在每年正月，石塘镇是人
来人往，桥灯全长有一公里之距，加之其它的辅助灯，舞动
起来，场面相当的壮观。其它民俗有串堂、吊吊戏，也是石
塘特有。

站在远处高坡之上，观察古镇石塘，只见白墙灰瓦的“井邑
之宅”，街道弄堂，曲折蜿蜒。屋脊墙头，逶迤纵横。视野
所及，农舍炊烟，山丘渠道，林荫阡陌，如画田园。街区这
里有气势，有规模;古镇周边，有意境，有呼应。于是有动有
静，相得益彰，感觉整体。

如果你置身于其中，好似进入一个很大的有滋有味的赣东北
特有的民俗博物馆，可以从中感受和领略到历史的韵味和当
今美丽的风光，顿觉舒心怡然，如在画中遨游。

综上所述，建议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申请文化室的报告篇三

县人民政府：

在县委、县府的领导和指挥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县蚕丝公司、蚕种场的破产改制工作有序进行，现已进入人
员安置阶段。县蚕丝公司各类人员522人，其中：在编正式职
工408人，退休人员48人，退养蚕桑辅导24人，在岗蚕桑辅导
员24人，长期临工4人，遗属定补人员4人。



按照批准的人员安置方案，根据债权、债务清算报告，经测
算，人员安置费用646.28万元，退付集资款162万元，支付兑
发工资313.85万元，共需资金1119.73万元。因非整合资产的
处置(已委托国土供应中心)尚需时日，按照县委、县府的安
排布署，为了确保在今年6月底前破产终结，，故特请示县政
府先在县财政借支1000万元资金用于安置职工，待资产变现
后再与县财政算帐。

以上请示可否，请批示。

日期

**镇人民政府

申请文化室的报告篇四

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安溪畲族乡素有“文化之乡”之称，文化底蕴深厚，群众文
化活动基础广泛，参与度高。今年以来，安溪畲族乡大力实
施文化惠民活动，1-6月举办了安溪畲族乡畲族“三月三”风
情文化节暨“乡贤家乡行”系列活动1场，有效地满足了群众
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共花费资金25120元，
目前已通过群众自筹0万元，尚有资金缺口25120元，由于我
乡财力困难，恳请贵局帮助解决。

特此报告。

云和县安溪畲族乡人民政府

20xx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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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

xx县银河湾农业专业种植园位于我乡长井头、北仙泉村，项
目规划占地2平方公里。该种植园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产业化循环经济项目，项目围绕绿化苗木基地、优质干鲜果
品种植示范、特色养殖示范、设施农业、农业度假休闲观光、
能源综合开发利用等城乡一体化建设，计划利用三到五年时
间陆续建成，项目的建设将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
特征，以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农业产业项目为目标。

项目的建设还将链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化链条，从而为
打造和谐的农业生态体系，促进本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增
加农民收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并
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在今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中，该专业种植园已经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方式流转长井头、北仙泉和水泉庄村土地2200亩，
新建2座蓄水池，铺设引水管道4000米，建成日光温室大
棚100座，配套管网8000余米，新打机井深度已达到380米。

截至目前，工程总投资达500余万元，公司已自筹资金300余
万元，尚有200万元的资金缺口，恳请上级部门给予资金扶持
为盼。

特此请示。

申请人：

xx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