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实用7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
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一

根据上级单位的整体部署和具体要求，结合工作实际，xx单位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细化措施，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领
导干部身先士卒，广大职(员)工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以高
度的工作责任心，确保了春节期间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我单位于x月x日召开春节期间工作任务动员大会，对上级单
位相关会议精神进行了贯彻传达，深入开展了节前思想发动，
要求杜绝浮躁情绪，端正态度，做好大干一场和吃苦耐劳的
准备。全体职(员)工从自身做起，通过一流的形象、良好的
态度以及超强的工作能力展现一名xx单位职(员)工的风采，
特别是干部骨干、党员团员、优秀典型更要充分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遇困难冲锋在前，为全体职(员)工树立榜样，全力
投入到春节期间的各项工作任务中。

按照上级单位方案部署，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详细制定了
《xx单位x年春节期间工作方案》：

一是领导干部履职履责，带头深入基层，发挥表率作用;

二是细致部署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全体职(员)工做到职责
清、岗位明;

三是具体方案内容多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万无一
失。



在后勤保障方面，xx单位对春节期间的伙食进行了精心安排：
除夕的饺子，可口的饭菜，各种冷热饮品、花生瓜子一应俱
全，确保在职在岗职(员)工能够吃到可口的年夜饭，度过一
个愉快、祥和的春节。

春节期间，我单位全体职(员)工充分发挥了不拍苦、不怕累
的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舍小家为大家，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奉献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投入到了春节工作中。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二

调查地点：哈尔滨市

调查对象：哈尔滨市市民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

调查人：xxx

春节作为我国最重大最有意义的节日之一，庆祝春节已成为
当代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春节期间的消
费状况已成为人们的又一关注热点。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我市
市民春节消费状况的了解，进行了此次社会调查，现将调查
结果报告如下：

在询问到有关“20xx年春节，您预计家庭消费与去年相比变化
是”，48%的人认为将会“大幅增加”，26%的人认为将
会“小幅增加”，16%的人认为将会“基本不变”，认为将
会“小幅减小”和“大幅减小”的仅占11%。我们不难看出随
着近年来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多数人会在春节时选择进行
更高水平的消费，与此同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物价的
大幅提升也有很大关联，结果中显示63%的人认为目前的物价



会影响春节消费，26%的人认为“不好说”，仅有11%的人认
为目前物价不会对春节消费造成影响。

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春节代表着一年的结束，更代表着
新一年的开始，一个好的开始代表着期望新一年平安顺利的
心愿，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大多数人有在春节期间宁可多
进行一些花费也要过个舒适的年的愿望，生活条件好了、收
入高了，人们也就理所当然的提高了春节期间的消费。

调查结果表明36%的人认为“购置衣服”占了家庭春节消费的
主要方面，春节期间购物往往是一些女士在节日期间的首选，
很多职业女性都有一个想法“因为工作关系平常难得凑在一
块，刚好利用休假时光快快乐乐地逛街购物”，另外，给爱
人、孩子添置新衣，也是春节女士们不可缺少的“工作”之
一。

认为“餐饮”是家庭春节消费主要部分的有29%，对很多人来
说，春节活动基本上围绕吃进行，春节期间在食品方面到底
要花多少钱呢?世纪联华的一位收银员告诉我，大概在节前20
多天，超市就进入销售高峰，顾客一次购物花费大多在200元
至600元之间，有不少还上了千元，卖出去的东西绝大部分是
食品。

认为“送礼”是家庭春节消费主要部分的同样有29%，我对附
近小区的一些居民进行了随机调查，过年的人情消费最多超
过5000元，最少的也有近千元，这其中包括给亲朋好友的礼
品、礼金，给孩子的压岁钱等。

一位李先生说：“一年只过一次年，亲戚朋友间总要是要走
动一下的，又不能空着手去，现在的人品位高了，送低档的
东西显得寒酸，给每个孩子的压岁钱就不能少于200元。粗粗
算一下，春节期间送礼的钱就达到20xx多元。”比较而
言，“回家路费”的3%和“旅游消费”的2%就显得不足道了，
大多数人在过年期间都选择了回老家与父母一同过年，这也



是人们心中回家团员一起过好年的侧面写照。

被问起什么是影响春节消费的主要因素，占36%的“个人需
求”被认为是影响春节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产品质量”次
之，22%的人认为它是影响春节消费的主要因素，19%的“个
人经济”已经不再是现在人们所考虑的第一问题，可以看出
现代人的高消费过春节并不一定是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消费，
理智的进行春节消费，同时又注重消费产品的质量，这是现
代中国人生活水品提高的又一大体现。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而如今那浓浓的年味似乎越来越
淡。在对待春节的态度上，有63%的人认为现在春节年味太淡，
缺少传统文化，希望能过一个传统型的春节，16%的人认为现
在的春节简单轻松，比传统春节要好，据我了解，这么认为
的大多数位年轻人，另有21%被采访者认为现在的春节和“五
一”“十一”长假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人们的生活好了，自
然提高了春节期间的消费水平，以求过一个更好的春节，这
样的想法自然造成了春节期间的全民高消费状况，可是我们
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消费高了、物质生活好了反倒失去了过
节的感觉。

春节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经久不变的
传统节日，它代表的是文化，填充的是精神，这些都不是能
靠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能挽救的，我们真的有必要反思一
下，究竟如何平衡物质与文化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回过节的感
觉。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三

1.熟悉调查的过程，掌握学习的方法，了解独有的中国传统
文化（最具文化内涵、传统魅力和凝聚力的春节），有利于
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爱国主义精神。

2.将成果广而告之，以此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并



做好宣传，动员全民弘扬民族文化。

主要采用上网调查、个别采访。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
酿造的淳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传统的
春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
化的功能：

一、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

二、祭祀，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
祈盼人生幸福；

三、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
人定位，担负社会责任；

四、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渲泄感情之
波，体味生活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蕴藏厚重的含金
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历千年而不变的，春节固定的风俗习惯，
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腊月开始办年货：据中国传统，踏入腊月，已适宜办年货，
除了买腊味、糖果外，生果亦少不了，其中苹果大吉代表平
安大吉，橘子代表团圆。

年廿四谢灶：在灶头放齐供品后，便焚香敬拜，心中祈求來
年衣食丰足及身体健康，之后烧衣及撒酒，最好将一些汤丸
放在灶上，或将麦芽糖涂放在灶君碑的金漆字上，效果会更



佳。年廿八洗邋遢：年廿八是清理家居的好时机，中国传统
来说，这天一家人都要大扫除，祈求将往年的霉气及不如意
通通扫走，而自身亦要洁净，据说这样做便可以消灾去病。

年三十晚要送年：年三十晚是一年的最后一日，这天具有感
恩和团圆的意义。晚上，一家人聚首一堂吃团圆饭，都有鸡、
有鱼、有菜，吃得丰富是年夜饭的特色。吃菜时，要由头吃
到尾，代表长长久久，吃鱼则要故意吃剩一些，代表年年有
余。吃过年夜饭之后，长辈发压岁钱，根据古时的民间习俗，
用红线穿好的一百个铜钱，具有长命百岁的意思，而现在就
用货币代替（钱一定是偶数，以求大吉大利）。除夕夜人们
大多守岁到天亮，为的是祈求双亲长寿。到子夜十二点正，
开始放爆竹，庆祝新一年来临。

正月初一宜祭祖：年初一祭祖是很重要的习俗。在祖先神位
上放一些糖冬瓜、花生糖及生果等，跟着一家人烧香诚心祭
拜及烧衣。祭祖完后，晚辈向长辈互相拜年，拱手互相恭贺。
此外，年初一不可扫地或倒垃圾，相传这样会送走财气，一
些不吉利的话亦不能说，否则这年会不好运，亦尽量不要打
碎碗碟或盆具，如真的不小心打碎了，就说例如「碎碎（岁
岁）平安」或「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等好兆头的话。

年初二妇女返娘家拜年：年初二是出嫁女而回娘家的时候，
相传年初一回娘家，会令娘家变穷，所以要年初二才返回。
此外，返娘家拜年亦不能空手，必须准备一些贺礼，如糖果
或生果等。

年初三赤口：各人留在家中，不出外团拜，恐防招口舌是非。
年初四接财神：话说年廿四送神返天庭，年初四則是诸神由
天界重返人间之時。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则在初
四下午才接。供品方面，三牲、水果、酒菜要齐备，并要焚
香点烛烧金衣，以欢迎诸神重临人间。年初五开市日：年初
五可将供奉神位的供品收起。做生意的人可以拜神开铺，发
红包，以求大家工作顺利，而一些过年的禁忌都可以解封，



过回平时的日子。

另外还有，扫尘：“除陈布新”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
门。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贴春联：
将春联贴在门口，贴够八张，代表由头「发」到尾。

贴窗花：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烘托喜庆的节日
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挂年画：寄托
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
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载歌载舞来迎接
这个节日。念一遍寄托新一年美好愿望的句子，这时“福倒
了”，真的“福到了”！希望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们在加快
的生活节奏中还能记得这宝贵的传统文化，并将它传承下去。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四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农村的经济建设得到
了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大幅度提高，农民基本都
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笔者通过对春节期间农村农民娱乐
活动的调查发现：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没有让农民群众精神生活
“脱贫”。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当前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形式相对单一，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抹牌、看电视和闲聊。特别春节期间，
村民参与抹牌活动的比例剧增，男女老少扎堆已成风气。此
次走访的几个村子里，有近80%的农民存在参与打扑克、搓麻
将的赌钱行为。而且，场所也在不断变化，个别农村小卖部
成了小赌场，影响恶劣，与当前整个社会风清气正的风气格
格不入。

1、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一般而言，农民文化层次较低，
法制意识不强,在他们的思想认识当中，认为小赌不是，大赌
才是，甚至认为是一种“娱乐”,对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2、农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一些地方政府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导致农村文化建设滞后，
活动组织缺位，娱乐设施匮乏，活动项目单调，无法满足农
民群众对娱乐、健身、求知、交流的需求。

3、农村法制建设较为薄弱。农村防范、打击的综合治理机制
还没有形成，对危害性和防范、打击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
甚至存在执法机关执法不严，逃避责的行为，没有形成强大
的震慑力。

1、加强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拒绝。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刊等渠道，宣传法律禁止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使广大农民
知法、懂法、守法，有效地预防和遏制农村聚众犯罪。坚
持“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努力发展特色村落文化，
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断满
足、引导和保障农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2、加强自我管理，从源头上控制。依托各村的特色文化资源，
引导农民以村为单位，建立形式多样的农民文化社团，比如
成立舞蹈队、器乐队、歌唱队等半公益性的农民文化艺术团
队，积极创作具有乡土气息的作品。同时，制定相应的实施
方案和激励机制，加以引导和扶持，激发群众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

3、加强打击力度，从法规上禁止。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
消除者的侥幸心理。集中力量重点整治，在打击上做
到“严”“准”“狠”，注重效果。对少数赌徒、赌棍、窝
主、教唆犯和屡教不改者，司法机关必须予以严惩，绝不心
慈手软。但也要防止“以惩代刑”现象的发生，依法治赌。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五

20xx年春节期间，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威政发(xx)63号)和工业新区安委会



办公室《关于认真抓好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及
镇xx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会议精神，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任务，我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认真组织学习会议精神，逐条领
会，严格按要求认真排查，解决存在的问题，现将自查情况
汇报如下。

1.供电供水供暖设施，高压消毒锅等设施设备;

2.放射科设施设备;检验科室;毒麻药品管理;

4.要求所有科室进行全面自查，查找安全隐患，写出自查报
告。

组织全院职工学习消防知识，提高职工的消防意识，增强了
火灾急救处理的能力，为杜绝消防安全隐患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向到我院就医的病人及陪护者介绍医院情况和入院须知，
门诊、病房等病人聚集场所成立禁烟区，科室主任、病房护
士长负责组织本科室人员对在有氧气的病房和走廊内吸烟的
病人及陪护者进行监督和劝诫工作。

(一)、具体工作：

1.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制定完善的安全生产制度，健全
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院部与各科室分
别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问
题追究谁的原则，确保安全生产。

2.结合医院工作实际，制定了重点科室安全生产制度，及时
上墙和装订成册，并下发到科室，保证从业人员日常工作秩
序。

3.更换了消防设施，现在全院共购进灭火器10个，配备了灭
火器箱，保证灭火器在位有效。设了紧急疏散标志，标志明
显。



4.配电室、锅炉房、洗衣房更换刀闸开关为空气开关，锅炉
房有锅炉安全使用许可证，工作人员有上岗证。

5.对重点科室配备红外报警装置，对医院前后院安装了24小
时监控设施，实行行政听班制度，做到技防、物防、人防有
机结合。

6、开展了全院职工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增强了全员职工预防
突发事件的意识，培养了全院职工应急救援的能力。

7、针对通往家属房线路破损严重的情况，我院自筹资金并请
来供电所专家对线路进行了全部更换，确保用电安全。

8、针对职工宿舍漏雨和屋顶可能坍塌现象，我院立即要求职
工搬出宿舍，给职工提供新的住宿条件，确保职工安全。

(二)存在隐患情况

1、因医院综合楼系老楼改建而成，多处不适合医院的需要。
如仅有一处楼梯，无消防通道。

2、草庙子医院办公用楼，装修于1997年，当时装修材料多为
木质易燃材料，电路包在材料里面。20xx年消防检查时，提出
这一隐患问题，由于计划xx年底医院搬迁，只对隐患大的科
室进行线路改造，通过本次自查，线路和装修材料仍存在较
大的安全隐患。

3、屋顶漏水情况：20xx年大雪后医院对顶楼漏水情况进行了
一次彻底防水处理，但20xx年发现手术室和妇科仍有漏雨情
况，我院又对楼顶进行了防水处理，通过此次自查墙体和楼
顶年久失修情况严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女职工宿舍存在
漏雨和屋顶可能坍塌现象。

组织召开全院科室主任、各中心卫生室负责人会议，对自查



情况进行汇总，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能整改的要立即进行整改，
对门诊综合楼通道、线路、漏雨的等情况争取主管部门意见
限期整改或另有计划安排，力争为人民群众提供和谐、安全
的就医环境。通过自查，提高了安全生产的意识，明确责任，
确保“五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医疗救援到位、急救
药品到位、应急物资到位)，加强节假日、急诊、病房的值班
力量，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六

根据xx市食品安全协调委员办公室《关于加强元旦春节期间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竹食安委办[20xx]15号）要求，
为确保我市人民群众过上欢乐祥和的节日，市粮食局以对人
民群众消费粮油食品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赋予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采取有力措施，
加大对粮食收购、储存、运输等流通环节粮油食品安全的监
管力度，保障人民群众粮油食品消费安全。现将元旦、春节
期间粮油食品的安全监管工作总结如下：

结合粮食行业特点，宣传学习《粮食流通管理条例》、《xx省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食品安全法》、《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粮油食品安全消费科普
知识。在粮油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悬挂食品安全宣传标
语、横幅，努力提高粮食经营生产者的粮油食品意识和素质，
提高粮油食品消费者安全消费粮油食品的知识水平和依法自
我保护维权的意识，为依法监管粮油食品生产经营全程营造
成良好的法制氛围。

（一）建立高寒山区困难群众过冬粮油应急储备

为确保高寒边远山区困难群众元旦、春节期间的粮油供应、
安全过冬。根据市政府的统筹安排，市粮食局汇同市民政局
在清平乡、金花镇、天池乡分别建立了粮油应急储备，全市
共建立成品粮应急储备152吨，食用植物油应急储备17吨，从



而保证了在大雪封山，交通中断等特殊情况下人民群众对粮
油食品消费的需要。市粮食局对应急储备粮油食品质量实行
全程监管，保证了应急储备粮油质量符合国家粮油质量标准、
数量真实可靠。

（二）建立困难群众过冬粮油应急储备

根据省、市（县）级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局提出的“要全面
落实保障当地市场10天以上的小包装成品粮油应急储备”的
要求，根据我市困难群众人数，按每人10天口粮预算，结合
我市粮油加工企业的加工生产能力，承储粮食企业的储备能
力以及必备的交通运输条件，建立了1000吨成品粮应急储备，
对应急储备粮油质量实行全程监管，保证了应急储备粮油质
量符合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为困难群众安全过冬，欢度元旦、
春节提供了充裕的粮油物资储备保障。

汇同市商务局、工商局、物价局，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融融百货连锁店为基础，以xx市大型超市——家得利、诚实
商场、美好家园及其连锁店为依托，建立了涵盖全市21个镇
乡的粮油供应应急网点；以全市5家国有粮食购销企业，2家
民营粮食经营企业为定点储备应急供应加工生产企业。对粮
油加工生产储备企业，销售供应网点的粮油食品质量实行全
程监管，保障我市粮油市场供应物资充裕，粮油价格基本稳
定粮油食品质量符合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为，广大人民群众欢
度元旦、春节营造了和谐、喜庆、祥和的社会生活环境。

元旦、春节期间实行节日值班制度，保障通讯信息畅通，确
保发生重大粮油食品安全事故，及时按程序报告，采取有效
措施妥善应对。做好突发粮油食品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准
备，开展节日粮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确保节日期间粮油食
品安全无事故，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报告篇七

到了春节，购买年货可以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其
实，这买年货和春节的习俗是息息相关的。不信？我们来做
个小调查吧！

在过年期间，许许多多的人都买了鱼，就连我们家也买了这
个小家伙。为什么要买鱼呢？这是因为：在除夕年饭中，鱼
除了象征年年有余的吉祥意义外，还有隐秘的镇邪意义。早
在汉代画师所绘门上的扣环，多有鱼餙作镇邪物。唐代的屋
门、柜门、箱门等，都盛行鱼形拉手，以示镇邪的功能。这
影响了后世除夕年饭的“鱼俗”。在我调查的人中，就有80%
的人都买了鱼呢！

民间有过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
叫“浮圆子”，后来又叫“汤团”或“汤圆”，这些名
称“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
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
美好愿望。所以到了过年的时候，总有不少人去超市购买汤
圆粉、白糖、红糖……在我调查的人中，就有70%的人买了汤
圆粉。

在大年三十那天上街，总会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扛着甘蔗，有
的还扛着两根，这是为什么呢？俗话说，过年吃甘蔗，一年
甜到头。在春节，有在家门口放甘蔗的风俗，昆明人俗
称“抵门杠”。人们一般在年三十将两根甘蔗对称地放在大
门口，到除夕跨年的那一刻，再把甘蔗颠个筋斗，表示“翻
梢”，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两根甘蔗则代表好事成双，象
征步步高升，甘蔗越吃到后面越甜则寓意在新的一年里日子
越过越甜蜜。在我调查的人中，许许多多的人都买了甘蔗，
就连我也买了长长的一根呢！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春节时我们买的年货和春节的习俗
都是离不开的，大家都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红红火火、岁岁平



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也能如此——学习步步高升，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