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结题报告(精选5篇)
在当下社会，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不同的报告内
容同样也是不同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课题结题报告篇一

为全面深入地掌握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和生产生活状况，建
立农民工基本状况名录库，分析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面临的
新情况、新问题，发挥工会“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作用。
根据云工［20xx］总字6号、红工发［20xx］13号文件通知要
求，xx市总工会结合我市实际，下发了开工字［20xx］19号
《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农民工基本状况调查的通知》，要
求各基层工会认真及时地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并写出调查报
告，现将各基层工会调查情况汇总上报州总工会。

一、组织领导

根据《通知》要求，市总工会专门成立xx市农民工基本状况
调查领导小组。组长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梁欣担任；副组长由市总工会副主席李谷担任；成员有市总
工会组织工作部部长张国伟、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王丽萍、
市总工会生产劳动保障部部长舒建忠、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
主任曹筱维。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总工会组织工作部，
主任由张国伟担任，副主任由王丽萍担任，组织工作部的工
作人员参加，负责开展调查、汇总上报工作。

二、当前xx市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一）用工情况



（二）农民工队伍结构

1、在调查的4160人农民工中，年龄最低18岁，最大48岁，多
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31。4岁。其中，男3071人，占总
数的74%；女1089人，占总数的26%。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2、从来源地看，本省农民工较多，占农民工总数的67%；非
本省籍的农民工，占总数的33%。

3、从文化程度上看，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小学、初中
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各占半数。

4、从从事工种上看，小学文化的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初
中文化的农民工多从事餐饮服务行业。

（三）农民工的特点

受调查的农民工基本特点为：文化素质低、观念旧、自我维
护意识不强、劳动技能不高、服务形式单一，工资收入较低。
主要特点为：

1、目的明显。

大部份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就是挣钱，虽然体力劳动强
度大，并且危险系数高，只要工资收入比在家务农多，无论
从事哪类工种都乐意干。

2、地域性、家族性明显

在厂矿、企业里，农民工多半是以“老乡”为基础结成一个
班组。如明威公司下属的三支搬运队，顺祥装卸队的农民工
多数来自xx本地，巡检司装卸队来自xx市小龙潭，建南搬运
队则来自建水。而在餐饮服务行业里，绝大多数农民工是通
过亲戚、朋友介绍的。调查表明，无论是从事何种行业，他



们的就业渠道都体现了地域性和家族性。

3、不稳定性

“流动大、不稳定”是农民工的共性。调查中发现，餐饮服
务业的农民工年纪轻、自主性强，大部份打工者认为工资低，
没有必要签订劳动合同。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来讲，工
厂、企业的农民工较为稳定，他们的工资相对要高一点，并
且均与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有的单位还为他们购买工
伤保险和意外伤亡保险，但大部分用人单位存在着季节性用
工，农民工的工作仍然不稳定。

4、劳动技能匮乏

农民工文化素质低，大多数农民工缺乏劳动技能，服务形式
单一，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甚至有的少数民族妇女还不
会说汉话，存在语言沟通障碍，给用人单位的管理带来困难。
调查表明，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自我维护意识不强，在自
身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够有效地自我保护。

课题结题报告篇二

上个星期，我和爸爸路过祥和路口的时候，发现了一家火烧
店。

我闻到香味，便凑了上去。只见做火烧的师傅先拿一团事先
揉好的面团，用面杖擀一下，再用手把面拉一拉，面就变得
很薄了，然后涂上食用油，加上一些葱花、肉丁，之后把它
卷起来，足足有十几层，再用手捏一捏使面团变成椭圆条形
状，每锅十个。

先放在铁板上煎一会儿，这是第一道工序;面团慢慢变硬，颜
色也逐渐变深，师傅不停用小铲非常熟练地翻来翻去，直到
符合要求，这是第二道工序;铁板下面是一个火红的炉子，师



傅把符合要求的饼放入炉子，这是第三道工序。只见师傅每
放一个，手都立刻收回沾些水降温。

每锅饼在炉子里要烤上十几分钟，师傅不停地翻、烤，面团
由白逐渐变成金黄，香味让我馋的直流口水。可是师傅却耐
心地说：“要想火烧好吃，还得等一会才能出锅。现在都有
烤箱了，不用炉子了，但烤箱永远烤不出炉子上烤的这味道。
”数九寒天，师傅的汗却雨点似的往下滴，而我冻得直得瑟。

终于，师傅大声喊：“出锅了。”只见师傅一个一个取出火
烧，用铲子小心地刮刮，用纸包好。我迫不及待拿了一个，
咬了一口，只听“咯吱”一声，外壳脆脆的，再咬一口里面
嫩嫩的，香味扑鼻，外酥里嫩!

我还从师傅那了解到，做火烧的在徐州已经不多了，手艺也
快失传了，因为这个工艺复杂，做起来麻烦，很辛苦，价格
又上不去，加上城管管得也严，生意出路很窄，最主要没人
愿意学。

路上，我边吃边想，咱们徐州的传统工艺越来越少了，我们
一定要想法传承好这些工艺啊!

课题结题报告篇三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多，农民比例大，随着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
我省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他们以自己
的辛勤劳动为我省及务工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
的贡献。新一代河南农民工得到各地的普遍认可和好评，涌
现出了李学生、魏青刚、周国允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为了解
我省农民工的就业现状，记者采访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
务输出处的有关人士。综合河南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资料和数据，以及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公布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形成了本文。



就业现状：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

资料显示：我省总人口9768万，乡村人口6774万，农村劳动
力4752万人，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2800万人。截至底，全
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1746万人，比增加189万人。
其中省外输出1090万人，省内转移652万人(含县内就地转
移357万人)，境外就业(含外派劳务)4万人。

在外省务工的农民工，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广
东(深圳、广州、东莞)、江苏、浙江、新疆等经济发达的省
市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国外务工
的农民工，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日本、韩国、中东、非洲等
地区。主要从事建筑、运输、矿业、制造、电子、纺织、服
装、烹饪、保安、采棉、机械、维修、船员等行业。

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形式主要为政府劳动部门、有关单位
集体组织或自发外出务工，其中有组织的农民工输出所占比
例较小。18个省辖市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不平衡、情况不相
同。周口、南阳、信阳、驻马店、商丘、开封、濮阳等农业
区外出务工人数占全省外出务工人数的近70%。而郑州、洛阳、
平顶山、安阳、鹤壁、新乡、焦作、许昌、漯河、三门峡、
济源等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外出务工人数占全省外出务工人
数的30%。

目前我省农民工外出就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在叫响全
国的“林州建筑”、“长垣厨师”、“鄢陵花工”三大劳务
品牌的基础上，又培育了“遂平家政”、“汝阳电子”、“xx县
涉外”、“平舆防水”、“唐河保安”等一大批势头强劲的
新品牌。近年来，我省劳务输出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化程度
不断提高，劳务收入逐年增加。全省已有1746万农村劳动力
外出务工，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已由的20%提高到36%，成为全
国第一劳务输出大省。20全年劳务收入955亿元，比20增
加225亿元，人均年劳务收入5727元。



我省相关部门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中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社会公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外出务工人员中组织
开展“为当地作贡献、为河南添光彩”的“双为”活动，提
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新一代河南农民工得到各地的普遍认
可和好评，涌现出了李学生、魏青刚、周国允等一大批先进
典型。

主要特点：就业领域涉及生活诸多方面

农民工就业多数不稳定，流动性大。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为
主，多数是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劳务工、时工、派遣
工等，很多与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只是口头协议，劳动
关系呈现动态化。据调查，有18.7%的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
时间不足一年，38.5%的工作时间在1至2年左右，工作时间超
过5年以上的较少。

农民工的从业领域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调查结果表明，
农民工从业主要集中在煤炭、冶金、化工、机械、纺织等条
件艰苦、污染较重的行业和城市基本建设、第三产业等收入
较低的岗位上。据调查，我省农民工在建筑业务工的战
到27.74%，矿产采掘业的占10.39%，纺织业占20.55%，餐饮
商贸占23.11%。

农民工多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聚集。据调查，农民工有
组织输出的只占36%，其他则投亲靠友、自找门路或者通过务
工地劳务市场介绍务工。在城市陌生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为
了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及业缘为
纽带的聚集现象。农民工中男多女少，以中青年为主。从性
别上看，男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有技术工人、生产工人、
建筑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女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依次为各
类服务员、生产工人、一般职员及办事员。我省农民工中男
性占62.93%，女性占37.08%。但在一些具体的行业差别大，
如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中，99%为男性。女性多数在纺织及餐
馆等服务业中居多。农民工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占整个



务工人数的76.89%。他们年轻力壮，身体素质较好，文化水
平较高，容易掌握劳动技能，又有吃苦耐劳精神，在职业竞
争中具有较强的优势。

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低于城市同龄劳动力。我省农民工以初中
文化程度的最多，占60.78%;其次是小学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分
别占18.16%和18.73%，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这
两极的人员比例都很低。从流出地来说，这部分群体文化素
质并不算低，而且是农民工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思想意识
较新，适应环境能力较强的群体。但与城市同龄劳动力相比，
其素质仍然较低，对高层次就业岗位的选择余地非常小，绝
大多数只能从事那些技术含量低，脏、累、重、苦、险和城
市人很少问津的工作。

长期滞留者增多，但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者较少。据调查，近
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加快，一部分工作稳定的
农民工逐步在城市扎下根来，“举家迁徙”的现象也在不断
增多。但由于他们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社会地位较低，
他们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还有一定的困难。

权益保护：合法权益受侵害现象依然存在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
益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
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原
因，在不少地方和单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和现象
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就业歧视依然存在。当前，限制农民工进城务工制度性障碍
正在逐步取消，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管理部门较多，需要证
件多，相应的收费也多。据了解，外出务工必须办的证件主
要有：外出前由当地有关部门开具身份证明、务工证、婚育
证;到就业地后需办理暂住证、就业证、计生证、健康证等证
明、证件，人为地提高了农民进城就业的门坎和劳动成本。



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福利、同工不同权利的现象依然广泛
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据调查，企业没有与农民工签订
书面合同的达71.79%，对有些农民工而言，有活干、有钱挣
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关系不大。就是签订了合同的农民工，
还有12.1%的人不太清楚合同内容，无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即使企业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许多合同文本不
规范，存在着很多无效条款和霸王条款;有的用试用期作幌子，
到试用期快结束时，马上辞退，重新招录;有些单位履行合同
走形式甚至不履行的现象仍然存在。拖欠和克扣工资现象依
然严重。尽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这个矛盾已
经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问题依然严重。据问卷调查，
有23%的农民工被不同程度地拖欠过工资。超时劳动的现象普
遍存在，劳动报酬偏低。一些雇主随意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
间，增大劳动强度。问卷调查显示，有60%以上的农民工每天
工作在8～10小时以上，甚至更长，有81%的人每周休息不足
两天。有一半的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的农民工得不到
工伤补偿，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90%以上的农民工
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
受带薪休产假制度。有3.96%的农民工月劳动报酬不足300元，
24.22%的人月工资报酬在300元至500元之间，46.31%的人
在500～800元之间，800～1000元的占17.56%。有些企业生活
条件差，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隐患突出。劳动强度大，劳动
保护条件差，工伤事故比例高，职业危害比较严重，是农民
工较多反映的问题。据了解，在安全生产事故中，农民工因
工致残、死亡的人数占大多数;职业病人数较多。不少用人单
位尤其是非公企业，忽视对农民工的安全生产教育，有的用
人单位未按规定发放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造成安全生产事
故。参加社会保险率低。74.81%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
其中，有73.37%、73.77%、84.65%和67.46%的农民工没有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产生上
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劳动力市场供过与求，用人单位
处于强势地位，农民工只好接受许多不平等的条件，为以后
权益受侵害留下了空隙;二是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在证明劳
动关系的问题上取证难;三是部分用人单位为节省生产成本或



经营困难，在为农民工提供工作场所、环境条件、安全卫生
保障等方面大打折扣;四是部分用人单位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经
营资格，或存在违法经营情况，使农民工各项权益无法保障;
五是相关部门对劳动力市场及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情况缺乏
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技能培训：半数农民工参加了技能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
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调查的农民工中，尽管
有一半的被调查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但大多也
只是临时的、短期的岗前培训。近三成的农民工拥有专业技
术证书。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有9196名农民工拥有专
业技术证书。在9196名拥有专业技术证书的农民工中，拥有
初级证书的占59.43%，拥有中级证书的占34.45%，拥有高级
证书的'占6.12%。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参加过简单的劳动技能
培训。在调查的农民工中，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
能培训，其中，男女农民工各有51.41%和47.99%参加过培训。
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的人员越多，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中
有74.02%的人都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而不识字或识字很
少的农民工中只有18.65%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
工提高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式是参加短期职业培训，快速上岗。
调查了解到，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式有：参加短
期(半年内)职业培训、自学专业知识、个人拜师学艺、接受
长期(半年以上)职业教育等，分别占39.4%、24.1%、16.4%
和9.7%。

课题结题报告篇四

徐州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吃食物，真是数不胜数。如：辣汤、
烙馍、蛙鱼、油茶……每一个都是人间美味，吃完还想吃第
二次。辣汤，是我们这人人皆知的特色小吃。

辣汤看起来黑乎乎的，用料简单，有很多的胡椒。因此，辣
汤又被称为胡辣汤。汤里面有黑中带黄的鳝鱼丝，像几条小
鱼儿在水里面游来游去。油黄的鸡丝加上熟透了的面筋，真



是令人垂涎三尺呀!

辣汤是徐州特有的一种小吃，古代叫雉羹，其它地方绝对没
有。而且这种辣汤是我们国家第一位著名的厨师彭祖亲手创
制，到现在已经有4000余年的历史，这一点非常令我们徐州
人民感到骄傲自豪。

辣汤的做法也是非常简单的，，一般在10个小时以前要做好
和面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将面团洗成面筋，随手把面筋放入
开水锅里，烧开后放入一些胡椒、豆腐皮、青菜等，一碗色
香味俱全的辣汤就做好了。

当我在喝辣汤的时候，会感到嘴唇麻酥酥的。有时身上会大
汗淋漓，越喝越想喝。有一次我喝辣汤是过猛，一下子就吸
到了气管里，使我的脸憋得通红，真是又恨又喜。

徐州的特色小吃——辣汤，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4.美食的日记500字范文

5.关于美食的作文500字:生活中的美味

课题结题报告篇五

2月24日，由徐州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徐
州市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出炉。此次调查对象为徐州
五县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
有效样本266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知识水平偏低,6成农
民工从事短期零工，“看电视”、“上网”为主要消遣娱乐
方式等。，66.2%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14.3%选
择“在家创业”，农工民最期盼工资能够及时发放，社会保
障能够加强落实，增强农民工的“生存安全感”，希望政府
能够在产业信息、创业渠道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70后、80后男性

成农民工主力军

调查显示，70后、80后男性为农民工主力军。266位被访农民
工中，70后和80后占63.5%。其中，男性占89.5%，女性
占10.5%。7成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或高中、中专。47.7%
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初中，24.4%为高中、中专，16.9%为小
学及以下，10.9%为大专及以上学历。

从被访农民工平均每月休息日来看，35.0%的农民工表示每月
几乎没有休息日，持续工作，15.4%的农民工平均每月仅
有1-3天休息日。从被访农民工自身感受来看，35.3%的农民
工表示劳动强度很大，超出了身体负荷，仅有10.2%的农民工
表示工作较为轻松。

六成农民工

从事短期零工

调查显示，在“家”打工成首选。20，39.5%的农民工选择在
徐州本地(含各县区)打工，与同期的调查比较，提高了11.4
个百分点。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比例为36.5%，与20基本持平。
剩余24.1%的被访农民工散布在全国各地打工。

6成农民工从事短期零工，自主经营比例较往年提高。除4.1%
的农民工目前“失业”外，60.9%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
工”，22.2%为“长期合同工”，12.8%为“自主经营”，而
年的调查中，仅有9.0%的农民工自主经营工作。在工作种类
上，技术类工作和工厂普通工人为主。63.9%的农民工从事包
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
驾驶员等在内的`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种，工厂普通工人的
比例为12.9%。各种职业比例较2014年没有明显的变化。



近7成农民工

对收入感到满意

调查显示，66.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其
中10.5%“很满意”，56.0%感到“基本满意”。有29.3%的农
民工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2.3%“很不满意”。

在选择主要生活开支时，除去日常生活开销，子女教育和赡
养老人占比较大，而用于储蓄的比例较去年有所增加，尽管
收入满意率有所提高，但由于开销日益增多，农民工群体经
济压力较大。

调查显示，“看电视”、“上网”为农民工主要消遣娱乐方
式。“看电视”、“上网”是农民工工作之余主要的两种消
遣娱乐方式，比例分别为37.2%和33.1%。“和朋友聊天”以及
“麻将”的比例也超过了10.0%。

在回答“您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打算?”时，66.2%的农
民工选择“继续外出打工”，14.3%选择“在家创业”，另
有15.8%表示“还没考虑好”，而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
仅有3.8%。

期盼多渠道创业帮扶

调查显示，选择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最期盼工资能够及时发
放，社会保障能够加强落实，增强农民工的“生存安全感”。
同时也有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管理，控制
工作时间，杜绝疲劳工作，保障农民工正常福利待遇。还有
一些农民工表示，孩子上学难、家乡老人没人管依然是他们
不能安心外出工作的两大难题。

选择在家创业的农民工，最希望政府能够在资金方面给予支
持并提供小额贷款优惠帮扶，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在产业信息、



创业渠道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

选择在家种地的农民工，最期盼政府能继续整治村庄环境，
合理规划，维修道路，保障村民出行，同时还对子女教育、
医疗保障、降低物价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