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节手抄报文字内容一年级(大全15
篇)

意见建议是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以下
是一些岗位职责的实例，通过具体的描述和分析，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建党节手抄报文字内容一年级篇一

1.七律 喜迎国庆

文：墨缘诗情

敲锣打鼓炮声鸣，结彩张灯喜乐盈。

五岳欢歌讴盛世，三江起舞唱升平。

忠于使命民心聚，牢记初衷党性呈。

放眼云天通四海，伟哉华夏气豪宏。

2.七律·国庆吟怀(中华新韵)

言泊远

芳园招展笑音容，翡翠林中绿映红。

襟袂飘柔思岁月，笙歌婉转唱鹏程。

层楼入镜昔人梦，群老倾心今日情。

米稻金风忙画境，五花原野庆丰登。

3.巴山育人



祖国华诞喜迎到，举国欢庆放长假。

百姓安居又乐业，繁荣昌盛人自豪。

4.七律 喜迎国庆

段志锋

欣逢华诞热情浓，盛世来临赤血融。

外斗强权频亮剑，内惩腐败缚贪虫。

千城笑语同欢庆，万镇高歌共喜荣。

国泰民安今日现，河清海晏万邦崇。

5. 言泊远

盛世欢歌唱不完，千杯美酒喜联翩。

民安国泰神州庆，稳定和谐尧舜天。

建党节手抄报文字内容一年级篇二

阅兵

国庆阅兵几乎是从建立该节日以来就一直延续的活动，其目
的性是为了彰显出国家强大的力量，让民族自信心受到增强，
同时又能抑制国外敌对势力的蠢蠢欲动，可以说阅兵是国庆
最重要的活动。

招待

国庆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节日，同时也会邀请一些国外元首、
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前来受宴，可以说是国际性节日也不过



分，其主旨就是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和平的世界，让各国代
表前来正是因为如此。

高速免费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私家车已日益普及，人们通
常会利用国庆7天长假来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因此，国家
自2012年起，国庆期间的高速公路向私家车免费通行。2018
年国庆节假期免费通行时间为10月1日00∶00至10月7
日24∶00。

看红旗

每逢国庆，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是无数人心中的梦想。因
此，利用国庆长假去北京游玩的人们，通常会赶早来到天安
门广场看国旗班的军人升旗，以表达对祖国的无比热爱，看
着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

建党节手抄报文字内容一年级篇三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到
正月十五，也有的从腊月初八开始，一直过到正月底，其中
以除夕和大年初一为高潮。春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
节日活动丰富，是我国最重要、最隆重，也是历史最悠久、
最热闹的传统节日。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
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很
多说法，但其中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春节由虞舜兴起。
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
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
新年的由来，后来叫做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春节所在
的这一月叫元月。



但是，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
正月，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
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汉武帝刘彻感到历纪太乱，
就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造“太阳历”，规定以农历正月
为一岁之首，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就是元旦。此后
中国一直沿用夏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未年，
长达2080年。

春节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
“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
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
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
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
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废除
旧历改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并决定以公元1912年1
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但
民间仍按传统沿用旧历即夏历，仍在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
月初一)过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
(民国二年)7月，由当时北京政府任内务总长向大总统袁世凯
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
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
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
假一日。”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
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施行。自此夏历岁首称“春
节”。中科院天文学家：中国现行春节只有“97岁”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
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
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
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



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但
是，人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节气的不同，就以夏历正
月初一为一年的岁首。每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半夜子时(十二点)过后，春节就算正式来到了。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春节庆祝活动更为丰富多彩。不仅保留
了过去民间习俗，剔除了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增
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春节具有新的时代气息。1949年12
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
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
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
并互相祝福。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样，有舞狮、
耍龙的，也有踩高跷、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沿袭过去
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古代
的蒙古族，把春节叫做“白节”，正月叫白月，是吉祥如意
的意思。藏族是过藏历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是过“古尔邦节”。春节也是苗族、僮族、瑶族等的盛大节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