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演讲稿(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谈工匠精神篇一

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工匠精神，打造世界强国。说到工艺，
有三个要求：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始终如一。三个字，十
二个字，几十年，全心全意做一件永无止境的事。这就是我
认为的工艺。

昨天通过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和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推广，
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被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伟大的乡
村工匠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但我还是忍不住反思自己和
他们之间的差距，梦想着向他们靠拢。

从古至今，中国从来不缺手艺。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原
创国家，手工艺品和工匠的出口国！毫不谦虚地说，中国工
匠创造了辉煌的工艺历史。

疯狂中国不仅能在高切割技术上领先，华为、联想、海尔、
格力等中国企业也在各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这些成就也是
现代中国人对终极工匠精神的执着与追求的体现。

现在一提到手艺，很多人就说德国日本。就像世界痴迷于追
逐两千多年前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人们对工艺价值的认可
从未改变。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经历了学习他国技术、打假、
升级、实现自主创新的过程。

德国的工匠精神已经存在了100多年。1871年，德国制造业还
处在打假打假的时代。当时英国规定从德国进口的货物必须
标有“德国制造”区分劣质德国货和优质英国货。知耻而后



勇，德国开始了精工制造之旅。德国人用了100多年的时间，
在各个行业坚持并继承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最终使德国
制造业成为世界高质量的代名词。

日本的工业制造是从学习欧美国家的技术和模仿开始的。20xx
年，日本只能生产廉价简单的商品。在随后的20xx年里，传
统工匠精神传承到大规模制造，大大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
成立于20xx “地球上的国宝”制度，保护工匠和小企业，在
全社会继续提倡手艺。

中国有20xx多年工匠精神传承的历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
工匠精神在现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继承。近年来，经济的快速
发展也凸显了商业伦理问题。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
缺乏商业道德，假冒伪劣产品时有发生。

只要有把事情做好的欲望，每个人都是工匠。坚守岗位，不
断进步，努力专攻研究，支持民族工业发展，尊重每一个工
匠，都是对工匠精神的继承。

谢谢，我的演讲结束了！

谈工匠精神篇二

大家好！

当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强力迈进，我们要
补上“工匠精神”这一课，让它为中国腾飞，做出用心担当。

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欲速则不达”、“萝卜快了不洗
泥”告诉我们，无论是企业发展、人的发展，太强调“快”和
“立竿见影”，注定会留下粗糙、浮躁的印记。无法让人永
久记住。因此，需要在踏踏实实方面下功夫：不贪多求快，
不好高骛远，不眼花缭乱，不惜力，不怕费事。甚至费尽周
折没有收获也无怨无悔，不轻言放弃，用一步一个脚印的精



神，艰苦磨练，产品和技能才能不断攀越，走向精致。比
如“大国工匠”胡双钱，在自己的行业干了35年，“在车间
里，他从不挑活，什么活都干，透过完成各种各样的急件、
难件，他的技术潜力也在慢慢积累和提高”。

摒弃浮躁、宁静致远。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心境的从容淡泊：
外边的世界很热闹，自己却不轻易盲从；灯红酒绿中的诱惑
很多，自己却坚守“初心”，一切“走心”，像田野一样安
静，像诗歌一样平和。“静能生慧”，“静能生乐”，所以，
工匠们才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枯燥的专业发展中，拥有不
知疲倦的技术性快乐。让技术发展，离浅入深，不断飞跃。
比如“大国工匠”毛腊生，是给导弹铸造衣服的人，在现实
生活中，却“很无趣，甚至连个爱好都没有，有时甚至连表
达都成问题”。“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
好导弹”。他将“木讷”当做淡定，将“无趣”当做安静，
浮躁少了，当然就能造就技术的辉煌。

精致精细，执着专一。《尚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技术竞争、人才竞争
白热化的当下，要想谋求更辉煌的成果，“差不多的思维”
要不得，它会让自己流于庸俗，止于轻薄、肤浅和粗糙。发
展思想不精细，产品就上不了档次。所以，我们要有“人有
我优”的技术追求，选定一个目标，努力用一生的时间和更
多的精力，精心打造，永不放弃，不遗余力，精益求精，甚
至用强迫一样的思维，让技术和产品“从99%到99、99%”的
过程中，迂回推进，不厌其烦，努力坚守，把每一个生产产
品，当作工艺品一样精雕细刻、耐心打磨。久而久之，就能
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发展奇迹、震撼效应。比如“大国工匠”
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在那里面没
有出现过一个次品。”精细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人人都有“工匠精神”，“中国智造”、中国品质，自然就
能更上一层楼。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谈工匠精神篇三

这天的中国，不仅仅能在高尖端科技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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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3000平方米大的现代化数控车床厂房里，中国商飞大
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所在的角落，并不起眼。

这像一个隐喻：在我们这个人口超过13亿人的偌大国度里，
胡双钱和他的钳工同行们，显得寡言少语，也几乎得不到太
多的关注。甚至，直到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期间，中央电视台
个性节目《大国工匠》在介绍胡双钱们时，仍有一些网友惊
叹，“原先还有这样一群人的存在”。

《大国工匠》讲述了8个工匠“8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
节目播出之后，工匠的故事很快引起社会热议，截至5月7日，
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超过3560万次。人们发现，包括胡双
钱在内的工匠们，之所以走入镜头，并非他们有多么高的学
历、收入，而是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业技能的
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缔造了一个又
一个的“中国制造”。

但有些同学认为，只有救人才算是一种雷锋精神。其实，我
们干自己就应干的事干好，也是一种雷锋精神。如作为学生，
我们就应好好学习，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善于“钻”和
“挤”，学好本领，长大后汇报社会。如医生护士，遇到病
人后，能救死扶伤，使病人重新恢复健康;工作在各行各业的
叔叔阿姨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无私奉献，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
工作，这都是雷锋精神。



胡双钱: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

能够不是官员也不是负责人但务必有别人难以替代的技术

50年来，“雷锋精神”已成为新中国礼貌的一个符号，雷锋
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精神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茁壮成长。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多元化文化的冲击，雷锋精
神正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一点点变淡。利欲熏心、贪图享受，
甚至把人最基本的善良和关爱都扔到了墙角。老人跌倒在地，
没人去扶起;可怜的小悦悦，在人们的冷漠中离开人世;有人
在学雷锋，却有人笑他“傻”。这是个的年代，那里有充盈
丰硕的物质礼貌;这是个最坏的年代，那里有自私空虚的精神
世界。然而，社会发展，仍然需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人性
修养，仍然呼唤“真、善、美”，雷锋精神必将与时代同行，
成为时代精神的坐标、人们心灵的动力、社会道德的共鸣。

提到优质制造，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瑞士、德国、日本等
国家的制造业，以及这些国家里控制误差不超毫秒的钟表匠，
仅拧各种螺丝就要学习几个月的工人，和那些捏寿司都要捏
成极致艺术品的手艺人。而经这些工匠之手制造出来的产品，
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隐形的高品质标签。

那么，中国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难道就没有这种
工匠精神，还是说社会的浮躁，让我们忽视了这种精神的存
在”岳群说。

这也成了《大国工匠》制作的初衷。选题确定后，拍摄对象
的寻找是一道难关：要在种类繁多的工种与数量庞大的技术
工人中，找到能代表中国水平与中国制造实力的工匠，并非
易事。

他，小草一样平凡，泥土一样朴实，即使擦肩而过，也不会
留下深刻印象。然而他用他的平凡，传递着爱和奉献，他用
他的普通，让无数人为他感动。一个平凡的名字响彻大江南



北，传遍了全世界，华夏神州为这个名字而骄傲和沸腾。他，
就是我们的雷锋。

胡双钱就是其中一位拥有非凡技术的匠人，至今，他都是一
名工人身份的老师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制造中国大飞机
团队里必不可缺的一分子。

《大国工匠》讲述了8个工匠“8双劳动的手”所缔造的神话。
节目播出之后，工匠的故事很快引起社会热议，截至5月7日，
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超过3560万次。人们发现，包括胡双
钱在内的工匠们，之所以走入镜头，并非他们有多么高的学
历、收入，而是他们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业技能的
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缔造了一个又
一个的“中国制造”。

现今中国，应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从五四运动的宝
贵遗产中汲取智慧，让五四精神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
不竭动力;我们要从历史昭示中得到启迪，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实现民族复兴的
正确方向;从时代赋予青年的历史使命中寻找方向，激励当代
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奏响更激昂的青春
乐章。这是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纪念，也是对五四精神的传承。

20xx年，中国新一代大飞机c919立项，对胡双钱来说，这个
要做百万个零件的大工程，不仅仅意味着要做各种各样形状
各异的零件，有时还要临时救急。一次，生产急需一个特殊
零件，从原厂调配需要几天的时间。为不耽误工期，只能用
钛合金毛坯来现场临时加工，这个任务交给了胡双钱。

0.24毫米，相当于人头发丝的直径，这个本来要靠细致编程
的数控车床来完成的零部件，那时只能依靠胡双钱的一双手，
和一台传统的铣钻床。

不但砖雕，包括岭南风格特色建筑，也因受到现代建筑冲击，



人才不足而日渐式微。何世良举了一个例子，某单位需要设
计一个传统岭南戏台，但许多设计院都无法胜任此项任务，
这个侧面足以窥见岭南风格特色建筑的尴尬现状。

仅用了一个多小时，36个孔悉数打造完毕，一次性透过检验，
也再一次证明胡双钱的“金属雕花”技能。

谈工匠精神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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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的企业扎堆出此刻这些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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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不必须都能成为企业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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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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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工匠精神篇五

今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让人耳目
一新。读了本报7月16日刊登的陈小城先生的《重塑“工匠精
神》”，觉得深受启发，亦想一吐为快。

工匠精神是对科学精神的回归，是对浮夸、浮躁风气的当头
棒喝。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大道可走的。
只有那些在陡峭的山路上不畏劳苦、奋力攀登的人，才有可
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国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但引用
率却只有千分之几。曹雪芹一生就写了一本《红楼梦》，却
能传诵千古。何解?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有浮夸的风气，我国
不是没有工匠，说起工匠，我国的工匠也不在少数。

世人皆知赵州桥，它由隋朝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当今世界



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单孔敞肩石拱桥。在漫长的
岁月中，虽然经过无数次洪水冲击，经历过无数次风吹雨打、
冰雪风霜的侵蚀以及八次地震的考验，却安然无恙，巍然挺
立在清水河上。

我国古代出色的建筑家、土木工匠们的祖师鲁班。当今土木
匠们用的手工工具，都是他发明的。两千多年以来，他的名
字和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

这些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工匠，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
应以工匠前辈们为榜样，让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识，
使其成为中国制造的内在支撑。

再者，我们放眼世界，来看看德国的制造业。在欧债危机的
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经济哀鸿遍野，唯有德国一家风景独好，
成为欧元区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为何“德国模式”能
够胜出?究其根本，除了德国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严格
的金融监管外，牛气十足的制造业是其抵御欧债危机的铜墙
铁壁。无论是帐篷、钟表、桥梁，还是汽车、火车、轮
船，“德国制造“处处蕴含工匠的精益求精之处，让产品大
致具备了五个基本特征：耐用、务实、可靠、安全、精密。

由此可见，“德国制造”的光环并非与生俱来，“德国制
造”之所以强大，与德国政府的“工匠战略”密不可分。正
是有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保障
了德国的大量就业，使德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产阶层，有
效缩小了贫富差距，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吝惜地说，“德国工匠”们的努力帮助国
家很好地抵御了欧债危机。

回归当下，工匠精神对现实社会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工匠精
神，能唤醒民众，注重从小事做起，踏石有印、抓铁有痕，
形成讲实效、务实不浮夸的社会氛围。即使在平凡的岗位，
只要有工匠精神的存在，也一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在当今



这样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这种完全不惜时间与精力，
也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做专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实为难得，
应予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