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匠精神演讲稿(精选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小编
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
与学习有所帮助。

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工匠精神，打造世界强国。说到工
匠精神，无外乎三点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以贯之。
三个词，十二个字，数十年如一日，全心全力做一件没有尽
头的事。这就是我认为的工匠精神。

昨日通过观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以及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和
弘扬，使我们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并深深的被他们的故
事所感动,大国工匠的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是我不禁反思
我与他们的差距，不禁梦想向他们靠拢。

从古至今，中国从不缺少工匠精神。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
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不谦虚地讲，中国匠人造
就了一部匠品辉煌史。

今天的中国，不仅能在高尖端科技实现领先，华为、联想、
海尔、格力等中国企业也在其领域内位于世界前沿。这些成
就的取得，同样是现代中国人专注走心、追求极致工匠精神
的体现。

时下提到工匠精神，许多人都再说德国、日本。这正如两千



多年前，世界痴迷于追逐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人们对于匠
品价值的认可从未改变。德国、日本的制造都经历过学习他
国技术、仿造假冒、不断升级、直到实现自主创新的过程。

德国的工匠精神也就是近一百年多年的事儿。1871年，德国
制造还处在假货和仿冒横行时代。当时英国人规定从德国进
口的商品必须标注"德国制造"，以此区分劣质的德国货和优
质的英国货。知耻而后勇，德国从此开始了精工制造的征程。
用了100多年时间，德国人持续不断地在各个行业，坚持和传
承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终于使德国制造成为世界上高品质
的代名词。

日本的工业制造是从学习欧美国家的技术、仿造开始
的。1950年，日本还只能生产廉价而简单的`商品。此后的20
年，将传统的工匠精神传承于规模化制造，极大提升了日本
制造的品质。1955年设立"人间国宝"制度，用以保护匠人和
小型企业，并在全社会持续倡导工匠精神。

中国有20xx多年的工匠精神传承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
工匠精神没有在近代全面的传承。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也使商业伦理问题突显，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缺少商
业道德，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还时有发生。

只要拥有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每个人都是
匠人。在岗位上坚守本分、不断进取、努力专研，支持民族
工业发展、尊重每一位匠人都是在传承工匠精神。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了。

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二

就目前的大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截
止20xx年，寿命超过22019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
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为什么这



些长寿的企业扎堆出现在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寿
的秘诀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
神!

说到工匠精神，我第一个总能想到瑞士手表。百达裴丽、朗
格、劳力士、江诗丹顿这些顶级豪表，全都产自瑞士。一块
手表价值千万，却有让人不得不服的理由：小小机械表壳里，
能有744个零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个顶级表匠全身心投入，
一年只能制造出一块。这样的一丝不苟，让瑞士手表成功地
从日用品变身奢侈品，百年不衰。

而我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高铁速度世界第一，拥有的大学
生数量世界第一，却生产不出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珠;德国人
口只有我国的1/17，却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这是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遇到的尴尬处境。西门子公司总裁说：“精益求精
制造产品，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精益求
精的通俗解释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依靠这种
精神，我国才能生产出更多与制造业强国质量同样过硬的产
品，创造出世界闻名的中国品牌。在新经济中，制造业与服
务业正在实现融合，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需要工匠精神，工
匠也同样需要创新精神。许多人叹惜中国产品是一流产品、
二流包装、三流利润，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不会长期存在价廉物美的产品，超额利润永远是对产
品创新的奖赏。激励万众创新需要有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
重赏创新成功者，宽容创新失败者，坚决杜绝“干好干坏一
个样、遇到问题绕着走”的现象。

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
深远的意思。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
求精。工匠不一定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大多数成功企业家身
上都有这种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存应在于每一个人得身上和心中。长
久以来，正是由于缺乏对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才让我



们的个人成长之路崎岖坎坷，组织发展之途充满刑荆。这种
缺乏也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艰难，更让基业常青成为凤毛麟
角，所以，在资源日渐匮乏的后成长时代，重提工匠精神、
重塑工匠精神，是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日本最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家稻和盛
夫的经典自述，他说，“当你把一个产品完全当做自己的孩
子，满怀爱意、细心观察时，必然就会获得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提高制成率的启示。”

最后，希望大家把博实扛在肩上，产品放在心中，一步一个
脚印的走下去，祝福博实早日实现自己的企业愿景!

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三

“制造精神”“工匠精神”这些鲜活的字眼，频繁出现在我
们的'报纸和微信上。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种精神
又有何种强大的力量?带着这一串串的疑问我如饥似渴的翻开了
《工匠精神—向价值型员工进化》一书。

作者付守永先生所阐述的“工匠精神”，它是“一种精益求
精的态度把热爱学习的精神代代相传”。本书从工匠之魂，
工匠之道，工匠之术等方面，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把学习当
作赚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学习执着、对所做事情和生
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告诉我们“打工的
状态并不可怕，打工的心态很可怕”。读到这，我陷入了一
阵沉思。

腊月28，回到老家，路过大伯堂屋前，我热情的喊着大伯，
走进他的屋子，大伯在做木凳子，我不懈的说“大伯，您直
接去市场上买几个塑料的小凳子，不就得了，干嘛还费这事，
都过年了”。他笑了笑“孩子，我干了半辈子的木匠了，家
里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己做的，都用半辈子了，多耐用，多结
实”说完只见他拿着鲁班刨一遍又一遍刨着初成型的板凳面，



凳脚;拿着刚尺和碳笔在凳面上比划着凳脚的开眼位置。

“孩子，就说这鲁班刨，左右用力要均匀，速度要快，还要
一推到头，否则刨出来的面就不平。”在我看来，真的没有
必要费这么大工夫去做几个凳子。而对于做了半辈子木匠的
伯伯来说，从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他对手里木工活的热爱，
还有对自己产品质量的胸有成竹的满足。他笑起来眼角隆起
的皱纹告诉我，他内心是踏实的，是执着的，他是在用心打
造手中的工艺品—“木凳”。

这一情景就像一束阳光，它照进了我的内心。记得，13
年3——4月在底盘厂学习时，面临着人员的大量变动，复杂
的底盘和轻卡的混线生产，导致我班组里的骨干们连续近1个
月加班至11点过后。那时感觉，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那段
时间每天回家都是筋疲力尽，但是思想上一直很执着的相信:
明天会更好，明天要好好干。14年3月，我应聘进入了营销公
司，刚开始不适应这种宽松和自主，感觉再也没领导为了拉
动生产节拍而逼你开线催你生产，虽时常加班再也不用熬到
晚上11点了……这一切，就像来到了天堂。

慢慢的，被关在内心深处的的魔鬼“另一个自己”出现了。
在空闲的时候我会去想“自己的工资和职位也没什么大展进，
年复一年的这样干着，究竟为什么啊?同学介绍的某某公司那
岗位，月薪多吸引人?”在学习中，会去想“怎样选择捷径去
更快的成长啊?怎样做事会又快又省，尽快完成领导交代的任
务啊?这事做了，领导会满意吗?”整个人总是无意中想到了
九霄云外，又无意中被现实拉回了生活。前段时间部长让我
给总经理送个报告，我送完迅速回来答复部长“领导出差了，
报告放他秘书那。”真想欣喜自己办事真利索，可随后部长
又问“你问过领导什么时候回来啊?报告大概什么时候签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取?”就是送文件这么一件小事，都有许多值
得关注的细节，我不禁脸红的发烫。

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我相信有那么多年轻人在的路上



有过和我一样的幻想和惆怅。因为我们内心是功利的，是浮
躁的，我们喜欢去做一些投入一点就能立刻看到回报的事情。
或者领着公司一年发的数万元薪水不愁吃不愁穿的混着，对
照书中描述的打工心态，这种心态太可怕了。

都说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阅读完本书后，我
对书中提及到的“打工的状态并不可怕，打工的心态很可
怕”这一观念如饮醍醐。所以，我呼吁:

2、请那些像我这样在混日子或打算混日子的小伙伴们，赶快
清醒过来。不要觉得自己在给别人打工，如果你混十年就算
公司损失百万，那这点钱对公司来说又算什么呢?而这十年对
我们来说，那就是生命!

年轻的朋友，我们对美好前景要敢大胆的去憧憬，我们也要
按捺住内心的焦躁、忧郁、惶恐;我们要用一种执着、精益求
精的工匠态度积极的面对学习，将学习中的任务当做工艺品
去雕琢，相信学习、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充实和美丽。

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四

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倡导工匠精神就要重新唤起人们对
劳动价值观的正确认识，抵御和消除“不劳而获”和“投机
取巧”等错误思想对人们的负面影响。从而激发广大劳动者
参与改造客观世界、创建美好生活的实践中。

当前社会有这么一种奇怪现象，一方面是每年有大量的大学
毕业生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而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
企业面临着用工荒，导致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主要原
因之一就是大学生不愿当工人。事实上，当前人们在寻找工
作时，往往首先考虑更多的是这份工作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物
质报酬，工作条件是否优越。然后才会考虑自己能否从这份
工作中学到什么、自己能得到什么样的成长经验、自己能为
所在的单位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可以想象，持有这种急



功近利想法的人，很难在单位安心工作，也很难为单位做出
多大贡献，更不用说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匠。

重塑劳动光荣的价值认识，对于端正人们对劳动和劳动者的
根本看法和态度，纠正财富获得不再需要诚实劳动等错误思
想，防止社会出现劳动观念淡薄、劳动行为功利化等都有重
要意义。然而，仅仅靠每年五一前后的宣传和口号是远远不
够的。将劳动价值观这个抽象概念外化为行动落实到社会实
践，让全社会认同“劳动光荣”，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要完善劳动保障机制，加强劳动监管，以落实政府责任
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四个尊重”的核心是尊重劳动。
尊重和保护一切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社会成员的地位是否公平，政治诉求是否得到满足，这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广大劳动者是否能切实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
地位。要改革薪酬制度，完善分配政策，彰显劳动价值，有
序扭转“弱劳动，强资本”的倾向。

其次是大力宣传“劳动光荣”，提倡劳动奉献精神。习**指
出，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
劳动的理念，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
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
成风。要在全社会营造“体面劳动”的工作环境，不断促进
劳动关系和谐。应该说 “体面”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获得，
更是精神层面的感受，只有让广大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才能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热情和奉献意识。

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性关怀。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表现，当前，随着社会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每个用
人单位只有与时俱进，做到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才能
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反思当年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给我们带
来的`深刻教训，更多关注底层劳动者在生存状态和工作、情
感压力。所有用人单位都应给予职工更多的人文关怀，解决
职工精神需求，从而增强职工对单位的归属感，进而激发职



工的创造力为社会多做贡献。

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的价值认识，将让劳动者更有尊严，更有
获得感，将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将让更多劳动者
全身心投入本职岗位将工作做到极致，最后成为一名出色工
匠。

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五

就目前的大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截
止2012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
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为什么这些
长寿的企业扎堆出现在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寿的
秘诀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
神!

说到工匠精神，我第一个总能想到瑞士手表。百达裴丽、朗
格、劳力士、江诗丹顿这些顶级豪表，全都产自瑞士。一块
手表价值千万，却有让人不得不服的理由：小小机械表壳里，
能有744个零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个顶级表匠全身心投入，
一年只能制造出一块。这样的.一丝不苟，让瑞士手表成功地
从日用品变身奢侈品，百年不衰。

而我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高铁速度世界第一，拥有的大学
生数量世界第一，却生产不出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珠;德国人
口只有我国的1/17，却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这是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遇到的尴尬处境。西门子公司总裁说：“精益求精
制造产品，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精益求
精的通俗解释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依靠这种
精神，我国才能生产出更多与制造业强国质量同样过硬的产
品，创造出世界闻名的中国品牌。在新经济中，制造业与服
务业正在实现融合，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需要工匠精神，工
匠也同样需要创新精神。许多人叹惜中国产品是一流产品、
二流包装、三流利润，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不会长期存在价廉物美的产品，超额利润永远是对产
品创新的奖赏。激励万众创新需要有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
重赏创新成功者，宽容创新失败者，坚决杜绝“干好干坏一
个样、遇到问题绕着走”的现象。

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
深远的意思。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坚定、踏实、精益
求精。工匠不一定都能成为企业家。但大多数成功企业家身
上都有这种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口号，它存应在于每一个人得身上和心中。长
久以来，正是由于缺乏对精品的坚持、追求和积累，才让我
们的个人成长之路崎岖坎坷，组织发展之途充满刑荆。这种
缺乏也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艰难，更让基业常青成为凤毛麟
角，所以，在资源日渐匮乏的后成长时代，重提工匠精神、
重塑工匠精神，是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日本最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家稻和盛
夫的经典自述，他说，“当你把一个产品完全当做自己的孩
子，满怀爱意、细心观察时，必然就会获得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提高制成率的启示。”

最后，希望大家把博实扛在肩上，产品放在心中，一步一个
脚印的走下去，祝福博实早日实现自己的企业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