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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
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家乡调查报告篇一

岱山县位于浙江省舟山群岛中部，是全国12个海岛县之一，
人口约20万，是一个祥和而又热闹的小城镇。随着科学技术
的迅速发展，这几年来，岱山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
时也对我们周围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家乡的一员，
我们利用暑假时间对岱山的污染状况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希
望借此了解家乡环境的状况，找到改善家乡环境的对策，为
家乡的环境保护事业尽一份力。

我的家乡调查报告篇二

我们先观察了长河路的水，长河路的水呈黑绿色，河水正在
消毒，冒出了许多泡泡，象一个隐形人在河里洗泡泡浴，虽
然它能映出周围的树木，但是上面有一些纸、塑料袋等垃圾。
而海水就更脏了。海水是泥黄色的，海水里也有一些木头、
饮料瓶和纸头。我们还实地观察了摩星山水库、枫树水库和
洛沙湾水库，水库都还有一半多的水，水都很清，没有漂着
什么东西，但我们下来时顺便看了与枫树水库相连的长河以
及与摩星山相连的长河，长河两边虽然都绿化了，但河面上
还是漂了些白色塑料袋以及一些杂物，还有很多人在长河里
洗东西、钓鱼等。

(二)白色污染



白色污染最严重，不自觉扔垃圾的人越来越多，自从有了限
塑令后人门还是不会自觉地用环保袋，还是以塑料袋为主。
我们到小菜场门口去调查了一下，数了30人，每个人都拎着
好几个塑料袋，没有一个人带篮子。因为菜场还在供应塑料
袋。我们又到三江超市调查一下，观察了其中两个收银台，
共统计了二十个人，十三个年轻人，四个学生，三个老年人。
其中十一个年轻人和二个学生购买了塑料袋，另二个学生没
有装塑料袋，直接用手拿走了，其他的几位都是带了袋子，
但只有二人带环保袋。

(三)噪音

我们岱山的噪音污染还是比较小，白天主要是在建设工地工
作的机器的噪音，在新区的建设工地上，来回拉石头的汽车
发出的喇叭声，挖土机的声音，打桩机的声音很响。在城区
道路改造的机器也有很多声音，来回汽车鸣喇叭的声音也很
响。晚上比较安静，但空调机发出的`声音和来回汽车的喇叭
声还是有些吵人。

我的家乡调查报告篇三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了解到，解决环境问题已成了刻不容缓
的重大任务。我们是社会的主人，保护环境，是我们这代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应该努力增强环保意识，节约
资源。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努力保护好地球——我们
共同的家园。为此，我们建议从我们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
小事做起，要做到：

1、一水多用，节约用水。

2、不乱扔垃圾，将垃圾放到指定的垃圾箱内。

3、尽量不用或少用塑料袋，要积极使用可循环使用的环保袋，
减少白色污染。



4、尽量少用一次性用品。

5、多学习和宣传有关环保的法律，积极向环保部门举报破坏
环境的行为。

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家园会变得越来越美
好。

我的家乡调查报告篇四

家乡的变化在我们的眼中是最深刻的，调一下家乡的变化，
是自己更好地为家乡的变化添砖加瓦。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在逐
步改变，食物消费注重结构的调整，注重讲究营养。20xx年农
村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1269元，比20xx年增长28.3%，年均
增长5.12%。主要表现为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农村居民人均主
食消费308元，占食品消费支出的24.32%，比20xx年下降1.8
个百分点，各种营养较丰富的副食类消费增加，如：20xx年肉
及制品人均消费286元，比20xx年增加149元，增长87.59%；
水产品人均消费32元，比20xx年增加14元，增长77.77%；水
果类食品人均消费45元，比20xx年增加26元，增长36.84%。

过去农民不富裕是一衣多季，现在农民富裕了是一季多衣，
而且非常注重讲究服装面料、款式、和品牌。过去的布鞋、
胶鞋也被各式皮鞋、波鞋所替代。20xx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
费167元，比20xx年增长70.42%，年均增长11.21%。其中人均
服装支出118元，比20xx年增长118.54%，年均增长16.93%；
购买面料支出2.2元，下降45.13%，年均下降8.83%。20xx年
农村居民人均鞋帽袜类支出40元，与20xx年的32元相比，增
长了25.11%。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农村生活水平提高最直观、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住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大部分住上了
楼房。20xx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309元，比20xx
年增长70.73%，年均增长11.33%；年末住房面积人均36.4平
方米，比20xx年多了7.1平方米，增长24.23%，年均增
幅4.42%。其中，楼房面积26.6平方米，增长40.71%，年均增
长7.13%，占住房总面积的73.12%。钢筋混凝土面积20.5平方
米，增长49.64%，年均增长8.44%；砖木结构面积15.9平方米，
增长5.33%，年均增长1.10%。现在农村一幢幢新房处处可见，
它们不仅外观新颖漂亮，而且室内装璜考究、设施齐全、美
观舒适，改变了原来基本不装修、室内没摆设的状况。

随着收入的稳步增长，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政策的落实，农村
居民一改过去买得起家电而用不起电的状况，冰箱、洗衣机、
空调等高档家用电器已不再是奢侈品，正成为农村居民生活
要素的重要内容而逐步走进寻常百姓之家。截止20xx年底，
郴州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洗衣机30台、电冰箱29台、彩电93
台，比20xx年分别增长66.73%、163.61%、89.83%，年均增
长10.81%、21.24%、13.72%。一些更为高档的热水器、空调
等耐用消费品正在成为收入水平较高农户的消费热点。

近几年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为民办实事的力度，使农村交
通、通讯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城乡路网四通八达，为农民使
用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铺平了道路”。20xx年人均交通、
通讯消费支出240元，比20xx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20.61%，
交通、通讯成为近几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中增长速度最快的
消费。其中，交通工具人均支出23元，增长43.8%，年均增
长7.52%；通讯工具人均支出42元，增长3.2倍，年均增
长33.23%。20xx年底每百户农户拥有摩托车42辆，移动电
话75部，电话61部。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越来越高，文教娱乐费用的支出不断增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证。20xx年农村居民人均用于文教娱乐方面的支出344元，



比20xx年增长30.81%，年均增长5.52%。20xx年底每百户农户
拥有组合音响23台、照相机5架、家用计算机2台、高档乐器1
台。

近年来，农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很大改善，农村
面貌发生巨大变化。20xx年，全市100%的'行政村通了公
路，100%的行政村通了电话，100%的行政村通了电，农户住
宅电话普及率已达60.61%，农户饮用自来水普及率达43.21%。
森林覆盖率逐年增长，水泥硬化乡村公路里程逐年增加，城
镇化率逐年提高。20xx年起，我市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生
活的提高将从制度上得以保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能力增强。

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与人口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十五”
期间，郴州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从全市农村住户抽
样调查资料看，20xx年7-15岁农村小孩的入学率为97.8%，
比20xx年提高0.7个百分点。农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
重由20xx年的64.81%上升到20xx年的73.52%。劳动力受教育
年限为8.6年，比20xx年高0.3年。

我的家乡调查报告篇五

两年前，随着升学的缘故，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这座陌生
的城市—南宁，虽然远离家乡，但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
乡的土地，故乡的一草一木，在我的心里永远是那么的熟悉。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贵港覃塘，地理位置优越，区位优势独特。
地处贵港市西北部，是贵港市乃至广西最具有发展潜力和前
景的城乡结合部，是桂中地区重要商品集散地。交通便利，
通讯发达。距贵港市区中心和郁江港口仅20公里，千吨级货
轮可上溯南宁，下达港澳，黎湛铁路复线横贯覃塘;209
线、324线国道、南梧二级公路纵横贯穿全境，并交汇于管理
区党政机关驻地—覃塘镇，日平均车流量达3万多辆。



虽然出门在外不经常回家，但每次回家我都会惊奇地发现家
乡也在变化着，并且，近几年来我发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
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下面就是我发现的家乡的一些变
化：

家乡很多年前就铺水泥路，基本都通到家门口，所以家乡的
交通可以说是很便利的，上次回家我还发现村里还出资弄路
灯，晚上出门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黑漆漆的一片，晚上出门
还要拿着手电筒，黑夜行车也相对更安全了。并且在路上基
本不见自行车了，人们骑的更加多的是电动车和摩托车，这
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加高，环保意识也相应加强了。

家乡基本每家每户住的都是楼房，几年前人们很少装修，但
现在基本都装修的很漂亮它们不仅外观新颖漂亮，而且室内
装璜考究、设施齐全、美观舒适，改变了原来基本不装修、
室内没摆设的状况。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以前家乡出一个大学生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家乡的孩子基本
都是读完初中就去工作了，但现在人们的思想觉悟更高了，
家长都努力督促子女读书，现在大学生已经不是稀奇的了。
虽然家乡的人们都是务农为主，但人们经常读一些关于致富
之类的书，所以家乡木材厂、养猪场越来越多，这也相应给
家乡的人们在农忙之余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人们的收入也
会相对更多一点。

过去家乡的人们不富裕是一衣多季，现在家乡的人们富裕了
是一季多衣，而且非常注重讲究服装面料、款式、和品牌。
过去的布鞋、胶鞋也被各式皮鞋、波鞋所替代。再也不会出
现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小孩子的衣服也不会买更大的以备
长大了还能穿，而是穿的更加的讲究了。

随着收入的稳步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是现在
国家实行家电下乡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政策的落实，家乡的
居民买到了实惠的家电，一改过去买得起家电而用不起电的



状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高档家用电器已不再是奢侈品，
正成为家乡居民生活要素的重要内容。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家乡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
追求越来越高。家乡办起了自己的歌舞团，并且，去年家乡
也建好了一个室内的娱乐中心，在娱乐中心里可以打篮球，
也有一个大大的舞台，平时谁家有喜事只要交100块钱的水电
费就可以在娱乐中心办酒席，并且还会请一些歌舞团来助兴，
这样子就算下雨天也不会愁。

现在家乡卫生条件改善，卫生所增多，解决了农民看病难的
问题，医疗设施也相对齐全。近年，由于国家实施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政策，农民从中得到。

在“食”的方面，从最初的“填饱肚子就算富裕人家”，到
现在的每日必吃得健康、营养的食品，食品供应现在根本不
在话下，以前人们基本是在过节或是集市日才能吃到肉，但
现在人们基本每天都能吃到肉，冰箱里基本都会有备好的肉
菜，并且人们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不会像以前那样专买便
宜的菜而不注重食品安全。

从泥路，到水泥路;从瓦房，到楼房;从生活困苦，到逐渐改
善，再到如今的经济宽裕。看着家乡的改变我感到很高兴，
我也确实感受到了我家的幸福生活在蒸蒸日上的发展着，我
感到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