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的调查报告(模板10篇)
在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报告中提
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优秀的报告都具备一些什
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一

为全面落实省市关于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相关会议精
神，切实做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污染管控工作，市城管
局积极行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强化值班管理，
加大宣传教育和现场管控力度，节日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
取得一定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局高度重视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在春节放假
前夕结合省市相关要求，组织一区二园区城管分局召开了三
次专题工作会，对禁燃禁放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明确由
市局分管副局长督查，落实辖区管理制度，做到目标明确、
责任明确、任务明确。同时强化值班管理，实行24小时值班，
坚持领导带班巡查制度，确保节日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各
项工作得以全面开展。

一是要求全局干部职工以身作则，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规定，同时做好对自己家人及身边亲朋好友关于禁燃禁放
的宣传动员工作。二是各分局协同街道、社区分片进店深入
宣传。结合城区市容日常管理工作实际，安排定点及错班执
法人员沿街入店一对一宣传，提高商(住)户的知晓率和支持
度，以点带面，力争宣传全覆盖。三是组织宣传车辆，沿城
区主要街道巡回宣传，广泛宣传城区禁燃禁放烟花爆竹重要
意义，引导市民理解支持烟花爆竹禁燃禁放规定。

一是联合执法，提前防范。各分局积极配合安监部门，会同



公安、工商等部门开展烟花爆竹零售“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春节期间，协同检查包括烟花爆竹专卖店在内的商店(摊
点)100余家，纠正制止占用城市道路乱摆乱卖的烟花爆竹售
卖摊点326户，配合公安机关劝导制止在禁放区、限放区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291起，有效遏制了部分商家的违法经营行
为，进一步规范了烟花爆竹零售市场。努力营造和谐、安全
的节日环境。二是加强巡查管控。利用白天日常巡查及夜间
值班巡逻，加强城区禁放区域的管控力度，一经发现有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及时进行劝阻并予以制止，避免因烟花
爆竹燃放导致重大空气污染事件发生。积极引导市民停止、
改正和修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不文明行为。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二

关于新年庆祝方式、送礼及压岁红包的调查调查时
间：xx.02.17(年初二)调查地点：草场门金润发超市门口调查
方式：问卷调查调查人数：近百人调查过程xx年2月17日，大
年初二的早上，雪后初晴，金色的阳光散在白雪上，寒冷的
空气中弥漫着炮竹的味道。我，爸爸，妈妈，小姨，还有欧
庆表哥和孝诚表哥，踏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来到草场
门附近的金润发超市门口。今天我们要共同完成一项任
务——春节调研！我的计划是以填写问卷为主，以采访和笔
录的方式为辅。

我拿出一沓文件，这是我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共有三个主
要问题：

（1）庆祝新年的方式；

（2）春节送礼是否必可少；

（3）你是否收到红包。在每个问题下边都有多个选项，问卷
采用不记名的方式，选择填写。按照昨晚我们已商定好的行
动计划，分成三小组开始分别发送问卷。我和妈妈一组，我



负责发问卷，妈妈负责说明填写的要求。为了获得可贵的信
息资料，我一扫往日的沉默，主动向一位老奶奶走去，“奶
奶好，我要写份春节调研报告，您能帮我完成这份调查问卷
吗？”老奶奶愣了一下，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可
以，不过我眼睛不好，你问我好了。”“好的”。我慢慢地
读每个问题，生怕老奶奶听不清，当她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
我开心地跳了起来“耶！我独立完成了第一张问卷调查！”
这时，旁边走来一位中年男子，“伯伯，能耽误您几分钟
吗？”

我边说边递上调查问卷，“没时间！”伯伯并没有放慢脚步，
他看也没看匆匆走过，我好失落啊，“别在意！他一定有事
情。”妈妈安慰我说。一对叔叔阿姨从我身边走过时，好奇
的说“这个小朋友在做什么？”“我在做春节调研，能完成
这张调查问卷吗？”我赶忙递出调查问卷，“哦，是这样啊，
可以的。”阿姨仔细地阅读上面的问题，认真的完成了这份
调查问卷。“你也填一份吧，”阿姨笑着对身边的叔叔
说，“哈哈，阿姨你真好！”我开心的笑着……天渐渐黑了，
爸爸组和小姨组都已完成问卷调查，我们手里的问卷已是厚
厚一摞，沉甸甸地。

今天的收获可真大啊，收工我们回家。晚饭后，我快速的按
照问卷中的问题做了张表格：行是三栏，分别为庆祝新年的
方式、春节送礼是否必可少、你是否收到红包，列是各问题
调查的明细。妈妈负责报问卷的选项，我负责写“正”字，
和完成数据的统计工作。

（1）你会以什么方式庆祝新年？调查人员中89%选择在节日
期间邀请亲戚朋友来家聚聚，也有11%的人会借着春节黄金周
这个机会，出去散散心，去一些山清水秀，环境幽雅的地方
去过春节。当然，这也少不了人民币的支持，旅游消费额
在3000元左右的占20%，在5000元以上的占55%，在8000元左
右的占25%，看来，春节旅游这也是一笔大消费啊！



（2）你认为春节“送礼”必不可少吗？对于今年春节送什么
礼物好？节日里人们走亲访友，互相赠送礼物，以示关爱。
调查人员中78.5%的人认为"送礼"是春节必不可少的内容，仅
有8.9%表示”送礼”并非春节必不可少的内容，有12.6%的.
被访者表示不好判断。从我调查的情况看，其中，50%的人认
为送食品比较合适；35%认为送保健品比较高雅；10%认为送
烟酒茶类比较时尚；5%认为送什么也无所谓。

（3）春节你收到红包（压岁钱）了吗？过春节，给红包是春
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收红包最多的当然是孩子们啦，压岁
钱是我们最大的收入来源，调查给孩子压岁钱的大人和拿到
压岁钱的孩子中，压岁钱在600元以上的占40%，在500元左右
的占50%，在300元以下的仅占10%。调查结论：我发现人们保
持着传统的春节庆祝方式。在春节里，大人们通常会有一笔
很大的开支。但是，我相信人们都愿意花这笔钱，因为在这
热热闹闹的春节里，大家欢聚一堂。那是多么幸福呀！

看，街头巷尾，人们走亲访友，热闹非凡，听，鞭炮声中，
嬉笑声中，人们用各种既传统又时尚的方式庆祝着春天的到
来！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三

了解中国春节有哪些习俗，这些习俗的由来，感受人们过春
节时的喜悦心情和欢乐气氛。

春节期间

1、利用谈话的形式，询问长辈。

2、跟爷爷奶奶准备、干活，亲身感受迎接新年的到来。

3、查阅资料，了解春节习俗。



爷爷告诉我说： “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
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
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
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除
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家家户户都要洒扫庭院，疏浚明渠暗沟，
掸拂室内尘垢蛛网，清洗锅碗瓢盆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
等。年前打春时，各家再忙也得赶在打春前彻底整理一下室
内外卫生，立春后就不可再打扫了，防止把新春的财气、新
春的喜庆扫了出去。”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
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腊月二十九这天，吃过早饭，我就和爷爷忙着贴春联和福字。

“爷爷，‘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

“哈哈，这是因为‘福’到了”。“哈哈……”“哈
哈……”

“爷爷，你给我讲讲贴春联的来历吧!”

“你呀应该多读书了，等会儿我给你一本书，你自己好好查
查吧!”

原来春联也叫门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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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王安石“千门万户除旧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说的
就是这件事。每年春节，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大红的春联，
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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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
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
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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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五

xx年x月x日

刘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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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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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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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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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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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六

温溪菜场和周边商店，街道

部分食品价格

询问，采访，亲身体验。

当前，正是春节前期间，各部门也在欢渡春节。有人
说：“这一年的.辛劳赚来的钱，正是为了欢渡春节。”所以
也就是说这是一年中花钱最多的一次节庆。于是趁势我也走
访了温溪菜场和周边商店，当了回顾客，去亲身体验春节消
费的感受。 进距离体验。

玛利琅快餐店 肯德基人民店 麦当劳快餐店

xx年1月16日

第1站：玛利琅快餐店

时间：中午

店里情况：比较清闲



第2站：肯德基人民店

时间：中午

店里情况：非常忙

调查桌数：

五桌

卫生环境

服务态度

食物味道

点餐速度

五桌满意

二桌满意

二桌太差

一桌一般

一桌满意

四桌不满意

四桌满意

一桌一般

二分钟不到买到快餐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七

x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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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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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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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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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步高。我也吃到我我自己包
的饺子，味道就是不一样。姥姥还在其中的一个饺子里，加
了一块糖，谁能吃到，谁会有好运的，呵呵，我能吃到它吗，
但每个人都能品尝到其中的甜蜜。

扭秧歌，逛庙会

大年初一，我走上街头看扭秧歌，那锣鼓喧天声，把人们从
四面八方吸引过来，北方人对扭秧歌可不陌生，但是看到踩
着这么高的高跷，还能表演出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引发观众
的一阵阵欢呼声。我也在人群中被这精彩的表演而折服，其
中喜庆的花车，还有滑稽的西游记人物装扮，也是让我兴奋
不已。

接下来，就是走亲访友，看节目，逛庙会。今天虽然我们这
里没有庙会，但是远在福建的姑姑，给我发来了很多福州的
庙会照片，看上去非常热闹，张灯结彩，各式各样的花灯，
让人目不暇接，把这浓浓的夜幕装扮得金光异彩。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八

了解中国春节有哪些习俗，这些习俗的由来，感受人们过春
节时的喜悦心情和欢乐气氛。



xx月xx日

1、利用谈话的方式，询问长辈。

2、跟爸爸妈妈打理家务，亲自感受迎接新年的到来。

1、除尘

妈妈告诉我说：“‘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
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
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不新”
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除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家家户户都要清扫庭院，疏浚明渠暗
沟，掸拂室内尘垢蛛网，清洗锅碗瓢盆各种器具，拆洗被褥
窗帘等。年前打春时，各家再忙也得赶在打春前彻底整理一
下室内外卫生，立春后就不可在打扫了，防止把新春的财气，
新春的喜庆扫了出去。”

听妈妈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习俗寄托着人们除
旧迎新的美好愿望。

2、贴春联

腊月二十九这天，吃过早饭，我就和妈妈忙着贴春联和福字。

“妈妈，‘福’字为什么要倒着贴呢?”

“傻孩子，这是因为‘福’到来了。”

“妈妈，你给我讲讲贴春联的来历吧！”

原来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用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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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
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的气
氛。王安石“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
说的就是这件事。每年春节，家家户户在门上贴上大红豆春
联，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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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
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
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
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3、守岁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聚在一起守岁，共同期待着新的
一年的到来。

爸爸说：“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我国至少在南北
朝时已经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的晚上，家人团聚，欢聚一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
果放满一桌，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吃，
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家人一直要吃到深夜。除夕之夜，一
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

在这个激动的时刻，我们边看春晚，边吃东西，谈笑风生。

4、放爆竹

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就去点响了爆竹，“啪”“啪”……声
音真响，我赶紧捂住了耳朵。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
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巴巴的爆竹声



除旧迎新。

相传此举是为了驱逐“山魈”。山魈据说是古时深山里的一
种凶恶的独角鬼怪，但是它最怕声响，人们就用烧竹子的爆
破声来吓跑它。有了火药后，人们就用火药装入竹筒，做成
爆竹，后用纸质筒，也称爆仗或炮仗。到现代，人们已不相
信什么“山魈”了，但还是习惯在春节放鞭炮，借以欢庆节
日，振奋精神。所以，从大年三十晚上到大年初一清早，鞭
炮声总是连绵不断。

5、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穿着新衣，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
恭祝兔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
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互祝贺，称为“团
拜。”

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拱手作揖，祝长辈长寿安康，
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
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
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岁。

我们的春节习俗丰富多彩，当然不止这么几种，但唯有一个
是不变的，它承载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春节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7

在这新春佳节里希望可以了解到关于春节的一些风俗，和他
们的.意义，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从网上去查找资料查找资料，看看，城乡的人是怎么过新年
的

在感叹“到底该咋过年”的时候，人们也在寻觅过年的新方



式、新体验。狗年春节，城乡老百姓“换位”过年成一景。
于是，我决定展开调查。

赶超市、逛景点，乡下人进城不含糊。春节前夕，在郑州各
商业街上，经常可以看见操着乡音、忙着挑选年货的农民工。
刘卫民老家在新密市苟堂镇，在郑州一家汽修厂打工。他说，
“在外辛苦一年，得带些拿得出手的东西回去。这不，丹尼
斯搞促销、打折，就买了dvd、电饭煲、冰箱。让村里人看看，
俺在城里混得不错！”这两年，郑州市容市貌改观很大，城
区景观焕然一新，从正月初一开始，不少郑州近郊和区县的
乡下人纷纷到城区参观游览。不少人来到世纪欢乐园、郑东
新区，参观高楼大厦，欣赏霓虹闪烁。农历正月初二，家住
荥阳市高山镇的李庆民带着一家人，租了辆昌河面包，把二
七广场、碧沙岗公园等景点逛了个够。李庆民说，种地不交
农业税，政府还有补贴，儿子打工还往家寄钱，年收入七八
千元，这次进城，就是感受城里人的生活，在优美的环境中
让劳作一年的放松放松。

乡下人进城赶时髦，城里人则来到乡下，住农家、品民俗，
有滋有味过大年。家住郑州市金水区的张建国说，在城里生
活很富足，天天像过年，逢着春节就觉得空空落落。今年，
一家三口一合计，乘车回农村老家过年：从农历小年起，杀
猪宰羊、制年食、办年货、贴门神、祭祖、走亲戚、演社
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不少农村发展城郊型观光农
业，“农家乐”式景点让人耳目一新。“城里人过年方式简
单，总过不出味。今年携全家回农村过年，就是想陪陪父母、
叙叙家常，让子女感受到纯朴的过年风俗，体验到农民的生
活，感知新农村和人们新观念的嬗变，接受一次再教育。”
家住二七区的马福顺说，在郑州，许多来自农村或在农村有
亲戚的城里人，几乎年年都回老家过年。

春节从“正月朔日子夜算起”。长汀客家人认为，春节才算
是真正的过年。百节年为首，对新的一年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春节大约分3个阶段：从入年界至除夕为准备阶段：年初一至



年初五为过年阶段；年初六至元宵节为余兴阶段。

入年界：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为入年界。入年界后积极
筹备年料，送年礼、大扫除、洗晒被褥衣物、理发沐浴、添
置新衣等。

蒸岁饭：除夕前一天蒸岁饭，岁饭要供数日，取“岁有余
粮”之意。初三早晨重蒸食用。年初五才能放生米下锅。

过年：除夕（年三十晡）晚上合家团聚饮酒，称“食年酒”，
即“过年”。除夕在门前、厅堂贴对联，家庭用具上贴红纸，
叫做“封岁”、“上红”。

守岁：吃完年夜饭，全屋到处灯火通明直至天亮，叫“点岁
火”，家中亲人欢聚一堂，共叙天伦，通宵达旦，谓之“守
岁”；长辈用红纸做红包给孩子，叫“压岁线”；将红包放
在供桌上，称“压岁”。

开大门：正月初一凌晨，以“通书”为准择吉时，打开大门，
口颁“开门大吉，万事如意，脚踏四方，方方得利”，燃放
鞭炮，辞旧迎新。

拜年：农历正月初一，人们打开大门，择吉利方向，以
示“出天方”迎喜神。同时前往亲朋好友家互相拜年，互祝
新年好。

游乐：春节期间传统游乐活动颇为丰富。民间踩船灯、舞龙
灯、舞狮灯、踩高跷、迎花灯、打花鼓、演戏、提傀儡等活
动遍布城乡，热闹非凡。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九

1、调查地点：家里



2、调查内容：特色年货

灌香肠了！妈妈先准备了薄如蝉翼的小肠皮，再把猪肉切碎。
接着就是靠真本事的时候了：妈妈在碎猪肉里掺上盐、味精、
料酒和各种调味品，再搅拌着。然后用灌香肠的专用工具，
在小的那头套上小肠皮，大的那头往里面加上猪肉。这个工
艺的要求就更高了：要求用力均匀，用料均匀，这样子做起
来的香肠才好看。

香肠做好了！看着这红白相间的精美的香肠，我谗得直流口
水！

1、调查地点：小姑家

2、调查内容：小屋面貌

一大早，妈妈就拉着我起床，说是要去小姑家拜年。我兴高
采烈地，恨不得立即就坐飞机去小姑家。

妈妈把饼干和牛奶等礼品放在车踏板上。不一会儿，就到了
小姑家。我乐呵呵地想：小姑看见我和妈妈来她家，肯定会
吓一跳吧！“叮咚——叮咚——”一阵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思
绪。小姑打开大门，定睛一瞧：是我和妈妈，果然顿时怔住
了，30秒过后，才反应过来。连忙叫我们两个人进门，还边
走边“责怪”：来我家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一点心理准备也
没有！“我和妈妈只能在后面偷笑。

进了屋，妈妈叫我把”年礼“拿出来，送给表弟。弟弟傻笑
着，开心地把我拉回房间吃饼干去了。妈妈也和姑姑互报祝
福。整个小屋里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我们被幸福包围着。

再来看看这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豪华但令人心情愉悦；
桌子上换上了新的桌布，冰箱里买了好多蔬菜水果……一切
都意味着：新的一年来临，我们要焕发新的活力！



1、调查地点：我家

2、调查内容：卫生工作

光说不做假把式，我们一家三口立刻”武装“起来了：妈妈
穿着围裙，拿着威猛先生——她的工作是打扫厨房和卫生间；
爸爸左手拿拖把，右手拿扫帚——他负责客厅及阳台；我则
手提水桶，准备抹布;因为我的管辖区是两间卧室。

”滴答——滴答——“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沾
满了汗珠，但各自的”包干区域“也差不多可以收工了。看：
窗台上一尘不染；地面几乎是一面光滑的明镜子一样；桌面
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客厅的两盆幸福树也被我们把上面
的枯枝剪掉了……真是费了不少力气！不过现在看着这屋子
里窗明几净、清清爽爽，心情便跟着舒畅起来了。

是什么让我们挥洒汗水，辛苦劳动呢？我想是新春的动力，
要我们改头换面。春节，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它。

春节的调查报告篇十

挂着红灯笼，唱着快乐的歌，伴随着噼啪作响的鞭炮，春节
如期而至。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关于春节的社会调查。

春节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这是一个家庭团聚和巨大喜悦
的一天。大多数人都是走亲访友，互赠礼物。

在当今社会，许多人在春节期间送礼是很常见的。有多少人
认为“送礼物”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调查显示，68.5%
的人认为“送礼”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8.9%的人
表示“送礼”不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2.6%的受访者表
示难以判断。

根据我们的调查，既然大多数人都认为送礼物是春节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春节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呢？其
中，50%认为送饭合适；35%认为送保健品高雅；11%认为送烟
酒茶很时尚；5%认为送什么无所谓。

从与受访者的交谈中，我们可以知道“送礼”往往会让人在
人际关系上有点累，这需要人民币的能量和支持。

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县一个中等家庭月收入在800元左右，调
查中受访者春节消费额度在400元以下，占19.5%；400-600元
占35.8%；600-700元占21.5%；700-800元占12.2%，800-1100
元占9%；在1100元以上的占2%。调查显示，23.2%的.家庭会
在春节期间花费一个月左右的家庭收入。

春节期间，当然要给孩子压岁钱。如今，40%的孩子压岁钱
在600元以上，50%在500元左右，只有11%在300元以下。

在“春节黄金周”期间，少数人会借此机会出去散散心，去
一些风景优美、环境优雅的地方去过这个一年一度的春节。
当然，这也是人民币支撑不可或缺的。旅游消费金额1100元
左右。20%，3000元左右，45%左右，5000元左右。

你看，在大街小巷，在村里的木材社，各种各样的艺术混杂
在一起，非常热闹。听着，鞭炮声和笑声，一起编织春节的
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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