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乡文化调查报告(优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
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家乡文化调查报告篇一

暑假的一天，我走访了涪陵城上下，深深了解了家乡几十年
来的巨变。

我的家乡是涪陵，虽然前些年还是一个小小的区县，但是，
经过我们上一代人的努力，终于换来硕果累累。大到全国经
济，小到衣食住行，都有惊人的改善。

在“衣”的方面，从改革开放前单调乏味的蓝绿制服，还打
着大大小小的补丁，粗糙简单。到如今的色彩缤纷，衣着的
变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着装上的花费往往反映出
一个家庭的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消费水平勾勒
出一条上升的曲线。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三大件”发生了几
次变化，从最初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到“彩电、冰
箱、洗衣机”再到“汽车、住房、装修”，消费量大大增加，
咱们买衣裳呀，那是成百成百地花。这可是过去的人根本不
敢想的，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到了大大的提高。

在“食”的方面，从最初的“填饱肚子就算富裕人家”，买
粮食还要粮票，到现在的每日必吃得健康、营养，食品供应
现在根本不在话下，水果、糕点、菜肴、海
鲜······丰富极了，而且内地人也能吃上海鲜，海南
人也能吃到新鲜的蔬菜了，现在很多人为吃得太多而发愁，



以前可从来没有这种烦恼，听说以前还有许多人为营养不良
着急呢。

在“住”的方面，原来大片的砖瓦平房消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一片片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10年前，七十
平方米的房子算宽敞得很，左邻右里都得羡慕得咂舌。而如
今，住房达到二百平方米的居民已不少见。而且室内的装修、
家具和家居用品也与早年不可同日语。而且随着旧城区改造
力度的加大和新城区的开发建设，将会有更多的家庭住房条
件得到改善。

在“行”的方面，从“自行车王国”进入“汽车社会”，是
我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近两年来，我区的
私家车数量急剧上升。随着人们的需要，道路宽敞了许多，
公路四通八达地铺向我们的城市，走进涪陵，感受到一片现
代化的气息。

这些仅仅是我们这个城市发展变化的几个方面。随着我的家
乡越来越美，越来越好，我更加喜爱我的家乡。为了把我们
的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我会付出我最大的努力，好好学习，
更要献出自己的一份汗水和力量。

家乡文化调查报告篇二

调查方式：查资料，询问长辈。

调查目的：了解春节习俗。

调查背景：春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我国人民最重视的节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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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内容：春节是一年的第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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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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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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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祓除不祥。

2、除夕

除夕又称大年三十、除夜、岁除。除夕是一年中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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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字等。
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家中女子便开始
忙碌年夜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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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年夜饭的时候是春节家家户户最愉快最热闹的时候，一桌
丰盛的菜，阖家团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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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又
称守岁钱等。因为是用红色的袋装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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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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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早上每家每户放鞭炮迎接新的
一年。初一的早晨家家都会准备好果盒，里面盛放糖果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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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外婆家，外婆则准备一桌丰
盛的饭菜招待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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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文化调查报告篇三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供销合作社文化建设的
意见》（供销合字[20xx]17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供销
合作社的软实力，促进全区供销事业科学发展，按照市社
《关于对加强供销合作社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的通知》精
神。我区从8月25日开始对文化建设情况采用开座谈会、个别
交谈等方式进行调研，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基层供销社文化的范畴很宽泛，它不仅有文化的一般性，更
具行业文化的特殊性。其内涵十分丰富，涉及思想、管理、
业务、制度、道德形象等多个方面。近年来，我区供销社围
绕全系统精神文化、管理文化、道德文化、环境文化等四个
方面不断挖掘和探索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含和实质，配合区上、
市社“创先争优”文明城市创建等活动积累了一定经验，也
取得了一定成效。

时，我们始终没有放松对干部职工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和



提高，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主阵地
作用，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干部，教
育职工社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力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引导干部职工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广
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系统形成知荣辱、讲正气、
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今年，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全系
统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通过问卷调查，文明礼仪知识
培训，影视宣传等各种文明创建活动，使供销人诚实友善，
社会责任、关爱他人的道德价值观得到了提升，树立了合法
经营、热忱服务、和谐奋进的行业之风。

2.以“管理”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引导企业规范运营、科
学发展。管理文化是基层供销社文化本质特征的内在要求。
管理出效益，把管理融入到基层供销社文化建设之中，重点
在制度建设，其有效性存在于各种规章制度、办法的科学性
之中。自去年底，区社党委、理事会围绕贯彻落实中、省、
市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实施意见精神，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使企业
的经营活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管理文化得到丰富和
完善。只有加强企业管理文化建设，才能使广大干部职工在
实践活动中有章可循，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做到了及时发现，
及时惩处，不姑息，不迁就。全系统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过
硬，系统的党风廉政文化建设扎实推进。近年来，全系统未
出现大的违规违纪事件。在系统内构建起了廉政文化防腐体
系，把文化的力量融入到了反腐倡廉工作中，营造了以廉为
荣的浓厚行业氛围。

4.把基层化改造作为重点，重塑供销形象。基层供销社的形
象是整个供销社工作在社会中形成的总体印象，单位形象的
树立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建设。今年以来，全系统按照区上的
工作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内外部环境整治活



动。我区的基层社大部分位于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比较明
显。为了抓住城市发展“西进、东阔、南移”和百万人口大
城市的发展机遇，同时改善基层社经营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为企业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益门供销社抓住市区提升南大
门形象的有利时机，及时提出了益门供销社北院综合楼的建
设。城区生产资料公司预计对高家镇闲置的院子进行开发，
建立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为高家村的各项农副产品提供一个
交易平台。

才队伍亟需加强。五是一些由政策造成的遗留问题没有得到
很好地解决，造成发展空间受限。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供销
社文化发展和作用发挥，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来加
以解决。

1.要加强供销社文化建设，就要塑造供销精神。要大力塑造
具有时代特色和行业特色的供销合作社精神，它是供销合作
社发展之根，前进之本，力量之源。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
传承和弘扬“扁担精神”、“背篓精神”的同时大胆开拓，
锐意创新，不断塑造那种拾遗补缺、服务基层的奉献精神，
那种心系“三农”，爱农为民的“民本”精神，那种奋发进
取、攻坚克难的“创业”精神，那种追求共赢、互助互利
的“合作”精神，使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广
泛认同，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知名度，享誉度，影
响力显著提高。

2.要加强供销社文化建设，就要强化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
供销合作社文化建设的思想保障。各基层供销社领导既是供
销合作社文化建设的倡导者和培育者，也是供销合作社文化
的执行者和践行者，要不断培养和强化文化意识，并带头示
范，身体力行，把文化建设纳入供销合作社发展总体规划，
摆上重要工作位置，与经济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
施、一同督促检查；要制定文化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有序
推进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纳入系统综合业绩考核体系，作
为衡量各基层供销社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



干部职工开展为农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通过示范感染、
目标激励、感情凝聚、活跃干部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等各种形
式，把总社倡导的价值观、敬业精神、经营理念、职业操守、
为人之道等，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自然和谐地贯穿于经营管
理的每一个环节，使供销合作社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化
为个人的自然情感、自觉行动和自我要求。

4.要加强供销社文化建设，就要坚持分类推进。区社机关要
塑造优质高效的机关文化，积极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和“创先
争优”活动，努力提高“为农服务”水平，引领系统又好又
快发展；培育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推进理念、制度、机制
创新，加快品牌培育和诚信经营，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合作社文化，弘
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理念，发挥好在新农村建
设中桥梁与纽带作用；村级综合服务站要建设丰富多彩的社
区文化，提供文娱、信息、科技等综合文化服务；行业协会
要打造有影响力的行业文化，加强行业自律，推行规范标准，
提供诚信优质服务，增强行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话语权。

家乡文化调查报告篇四

春节是中国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而春节的习俗在不同的地
域又有不同的特色。汕尾春节民俗文化作为汕尾民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别有一番风味。本次调查着重于了解汕尾
春节的民风民俗，继承和发扬汕尾文化的精华，摒弃封建迷
信，共筑青春中国梦。

20xx年1月31日—20xx年2月4日

家乡的居民（主要包括小孩、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等）

(一).贴门神、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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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户户
都会上街购买春联，有雅兴者自己也铺纸泼墨挥春，将宅子
里里外外门户装点一新。把“福”倒过来贴，有“福到了”
的意思，还会在家里吊上大红灯笼，还会在家里的花盆插上
富贵竹，代表着全家富贵。在贴“福”这个字，根据村里的
老人讲述，我要具体介绍一下，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
来已久的风俗。“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
则指”福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都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
来贴，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

（二)全家吃团圆饭

除夕这天，女人们会准备晚上要吃的食物，主要的食物鸡，
这鸡必须拜过神，据说

拜过神的鸡，吃了之后就会平平安安。还会准备其他的食物，
例如，鸭、鹅，海鲜，葱头，蒜头。葱头代表孩子学习越来
越聪明，蒜头代表着孩子在学习上算数好。在春节期间每一
样食物都代表不一样的寓意。做好了食物，就会一家人一起
坐下来吃团圆饭。

(三).大年初一

拜茶：正月初一早上，在洞头岛上至今还保留了一种叫拜茶
的习俗。拜茶即以红枣、桂圆、年糕等煮成甜茶谓"红枣茶"，



取其吉利之意：红枣--日子越过越红火，桂圆--合家团圆、
平安顺利，年糕--步步登高。"拜茶"分两部分：一是拜祖宗，
盛小碗，供于灶神像前；二是拜灶神，都要焚香燃烛、烧金
纸、放鞭炮。拜茶之后，全家每人各盛一碗喝。因新年第一
餐是喝汤的，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或出门在外，或在家
干活儿，若遇雨受阻，人们便会以"正月初一喝汤的"这话自
嘲。喝过茶后，还要再烧线面吃，俗谓"长寿面"，既是图吉
利，祝愿全家老小长命百岁，又因喝茶不够饱，作为添食，
可收一举两得之效。紧接着就去拜神，拜完神回来后就要带
上柑到期亲友家中拜年。拜年以亲疏顺序上门，故在我的家
乡有俗谚:“有心拜年初一二，无心拜年初三四”主客互相致
吉利话，主人请拜访者吃柑，共品功夫茶，客人赠送主人柑，
主人与柑回敬，俗称“换敬”，表示回敬美好愿望。

(四).回娘家

正月初二、初三，嫁出去的女儿们便纷纷带着丈夫、儿女回
娘家拜年。女儿回娘家，必备办一大袋的饼干、糖果，还有
年糕，柑橘。姑娘回到家中，若家中有侄儿，当姑母的必须
再掏腰包，尽管在初一日给压岁钱时已经送了，可这一次意
义不同。这习俗，被我的家乡人称为“食日昼”。不仅是嫁
出去的女儿要回娘家，就连亲戚也要带着柑橘来拜年的。

(五)迎神接福

一盘米、一盘红糖却少不了。因为奉上白米千盘，意谓新年
五谷丰登；红糖一盘，暗含生活甜蜜。焚香上礼毕，便燃放
爆竹，这时神灵便全部各就各位了。

为了较深入了解如今汕尾春节的民俗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可以知道：青年一代对于春节拜祭祖先的习俗已经不似上一
辈那么重视，大多数青年人只是把祭祖当成上一辈的事，对
于祭拜的实质并不了解，只是形式上的遵从。尽管对于拜祭
的各种情况并不甚了解、重视，但是仍有一半比例的青年人



认为春节祭拜神灵是有必要的，拜祭所花的费用属于不可节
省的正常开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年应该拜神祭祖的想
法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这一代还是上一代，对于拜祭的花
费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从调查的结果看，汕尾地区的春节气氛越来越浓烈，而拜神
是春节期间在汕尾地区的传统习俗，然而这个习俗对整个社
会思想的发展却是弊大于利，大致体现为下面几个方面：无
谓花费巨大；宣传迷信思想；严重污染环境。所以由此我提
出以下几个建议：

1.尽量减少拜神中的无谓开销；

2.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打击封建迷信思想；

3.摒弃迷信内容，弘扬优秀文化；

4.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开拓创新。

家乡文化调查报告篇五

基础课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关于家乡民风民俗的调查报告

调查方式：查阅相关书籍、走访、请教

调查范围:关于信宜地区各种风俗文化以及春节期间的禁忌，
天气状况、饮食所赋予的含义。

我从小生活在信宜，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区，对于该地区的风
土人情已经不在意，自从在外地求学才发现每个地区都有其
独特的人文风俗，特别是年俗更是差强人意，南北地区差异
尤为明显，例如南部地区的福建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初



一不拜年也不走亲戚，统统等到大年初二才进行。四川地区
大年三十不吃饺子而是吃汤圆还有他们自制的火锅。中国的
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各地区不同的风俗文化才构勒出了一
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下面是关于信宜地区的年俗社会实
践调查报告概况。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月里禁忌剪头发，剪头
发方娘家舅舅，意思是正月里剪头发对自己的舅舅没有好处。
新春正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有人讲如果新春期间做个媒，
这不喜上添喜吗？但是在我们这是不允许的，做媒有自找倒
霉的含义，所以正月里禁忌做媒。同时新正月也不允许买鞋，
买鞋与“买邪”同音也就是说把邪气带回家里，是不吉祥的
预兆。一个正月处处暗藏着年俗“机关”稍不留意就会中招。
初一至初四是禁忌乱用针线的，初五那天才可以使用，被称
作缝破，意思是把过去一年里的琐碎和缺憾都缝补起来。在
我们这的新春期间，对天气状况也格外关注，如果初一至初
六天气都为晴，那么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六畜兴旺，反之灾
祸不断。就这样的一些年俗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新春的希望，
每天都期盼艳阳高照，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希冀。在
信宜地区的正月期间饮食也有着丰富的含义，正月初三称为
庄稼会，如果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粮食
满仓。初五被称为元宝日，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会
财源滚滚，兴旺发达。初七被称为“人七日”这一天吃面条
预示新的一年里大人小孩身体安康无病痛无灾患。这些在简
单不过的年俗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希望。在人
们不知不觉的遵循它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一种向往，由此产生动力去创造生活创造幸福。此次调整报
告文字简短，语言平实，但对于我这个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
中的人来讲，在没做这个调查报告之前，已经将其抛弃殆尽，
因此，这次调查报告也是对自身对待风俗文化态度的一种修
正。同时系统的搜集了东北地区乡村年俗的信息，把我们这
朴实的年俗文化变成文字，以此来激发更多的人，去关注年
俗，关注身边的普通文化，捍卫乡土文化，避免文化大量流
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