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 大国工匠年度人
物心得(优秀9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那么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一

观看了3月1日中央台《20xx年度大国工匠》颁奖晚会，我颇有
感触。从上海飞机制造公司的高级技师胡双钱到珠港澳大桥
钳工管延安等8位大国工匠的事迹、精神令我感动。我个人认
为大国精神就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具体体现，
宏扬“大国工匠”精神就是“育匠人、树匠心”，体现“敬
业、求精、专注、创新”，这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具
体明证和需求。

这些能工巧匠都是来自基层的普通生产者，他们在各自的平
凡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他们都
有一颗“默默无闻、执着于追求卓越”的匠心，“敬业、求
精、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体现，同时，
我也看到事迹的背后是汗水、孜孜不倦等无私奉献的“大
爱”精神。小事做好了、做精了，同样是“爱国精神”的体
现，心中时刻装着“集体、国家”，个人的努力方向就不会
出现偏移，个人的奉献精神就不会出现疲软，个人的人生观、
世界观就能不断地得到提升和升华。

结合“大国工匠”精神，我不由得对标找差。目前，我段正
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大家应顺潮而起，不断地发扬匠心精
神，坚持‘规范管理、强化基础、盯控关键’思路，全面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整治安全突出问题，不断提升自己的管
理水平。在学习当中，不断地研习业务，提升职业素质，更
好地做好各项管理工作；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



大“敬业、求精、专注、创新”具体工作措施的`落实力度，
熟练掌握工作质量关键环节与控制要点，尽快适应铁路发展
的需要；自觉投身到“学匠心、树匠人”的浪潮之中，不断
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能力，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稳妥化
解矛盾，维护稳定工作，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跟得上总公
司、集团公司机务改革发展的步伐，让合肥机务段向着更大、
更强的目标迈进。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二

班主任组织我们全班同学观看了中央电视台系列片《大国工
匠》，看后感触颇深。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有的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
接而不出现一点漏点，有的人能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丝的五
十分之一，高超的艺术创造着中国史上的一个个奇迹，但他
们都有一个特点：对专业执着，甚至是痴迷。

大国工匠中各个岗位上的高级技工，生产的飞机、火箭、高
铁、轮船是质量要求十分高的产品。如果01%的质量问题。飞
机可能会坠落；高铁可能会脱轨；轮船可能会沉没。这
些100%的保证质量在他们的眼里已经习从为常，成为小菜一
碟的事情了；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飞速发展。经济总质量
有显著提高，已跃居世界世界第二。这些都离不开他们日日
夜夜加班加点，当别人休息时，他们还在一线，当别人一家
人团聚时，他们只能独自一人在一线奋斗。

高凤林，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科研研究院首都航天
机械公司特种熔融焊接工高级技师，从事火箭发动机焊接工
作。在承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东北哈汽轮机场大型机
车换热器的生产中技术人员一年多未攻克的熔焊难关，高凤
林凭借着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反复摸索使压了生产单位一年多
的两组18台产品顺利交付。



此刻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他们奋斗
的目标，争做国家的栋梁，我不是制造业专业，而是烹饪专
业学生，我们需要不断的理解烹饪艺术的学习。烹饪不难，
但做好不易，烹饪操作技巧确实很难掌握，专业老师对我也
十分的关心重视。学习虽然是辛苦的，环境也热，但苦中有
乐，每当我学会了一道菜肴，听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便
会十分的开心与自豪，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不足，很多的细节
是需要装饰的。不能安于现状，要越来越精，掌握更多的技
巧，突破一个个难点，用时间用心去练习。山外有山，人外
有人，如今社会高手如云，而我，也要确立自己的目标，我
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进步，更上一层楼！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三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
理念。是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新词，促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
提品质、创品牌，更好满足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总理在2016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提“工匠精神”，国务院常务会新闻
通稿中首次使用“品质革命”这一提法。

在我心中，工匠精神就是脚踏实地全神贯注的做好一件产品，
做精一件产品，让作品在自己手中不断升华。工匠精神不仅
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不断超越不断突破，更需要我们勇敢面
对困难和挫折，坚强的走出困境，直至最后的成功。

一代大师齐白石老人有一方印叫“大匠之门”，这是白石老
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木工出身而特意刻制的。针对木匠出身地
位低微的世俗偏见，白石老人曾刻过“鲁班门下”、“木
人”等印并引以为自豪。正因为他木工的经历，给他的篆刻
和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才让他到达了艺术的高峰，终
成一代大师。

伟大的领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去学做一名钳工，后来65
岁的邓爷爷‘重操旧业’，坚持做了3年多优秀钳工，他手法



熟练，技艺精湛。凡经他修整过的机器零件全部合格，工友
们都称好。而在1982年，邓爷爷更以他不老的匠心为国家机
器的灵活运转设计出低能耗转动装置，首次提出了提出
了‘一国两制’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大最新
概念，促进了我们祖国的飞速发展。

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以先人为榜样，从
自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情做起，让工匠精神潜移默化的存
在与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让工匠精神成为引导
我们社会发展的新坐标，让工匠精神千秋万代，代代相传！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四

近几年听到很多人在提工匠精神，看完《大国工匠》，才体
会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在设计上追求独
具匠心、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
蕴涵着严谨、耐心、踏实、专注、敬业、创新、拼搏等可贵
品质。这些“工匠”们勤恳敬业、干练稳重、遵守规矩，不
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产品在手中
升华的过程；他们执著、坚守、精进，不断追求极致与完美。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为火箭铸“心”的高凤林，他是
焊接火箭发动机的中国第一人，“0。08毫米，这是火箭燃料
输送管道壁的厚度，焊枪停留在上面不能超过0。01秒，否则
就会焊穿管壁，他将发动机的合格率由29%提高到92%”多么
令人震撼的一组数据，震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五

其实，洪家光毕业后进厂工作的那段时间，心里一直很彷徨。
农村家庭的背景和平平无奇的学历，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社
会上变得无足轻重。工厂里的老师傅告诉洪家光，别看他的
工作繁琐无趣，只要小小一个零件出了问题，飞机研制很有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受到启发的洪家光，下定决心要和工厂里资历最深、贡献最
大的师傅看齐。只不过他也没什么拜师技巧，只能整天跟在
师傅后面细心请教。

在一次重大任务面前，工厂里有资历的老师傅因病无法工作，
而信心满满的洪家光则主动挑大梁。但是经验不足的他，只
能拿着身体在工作台前耗着。在不眠不休的好几天里，他终
于掌握了任务要求的发动机核心叶片修正工具加工技术。其
实，这个技术一般人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正是因为
洪家光平时跟着老师傅们刻苦学习，才让他短短几天内就突
破了自我。

此后，洪家光对于这类重点型号发动机叶片磨削的技术有了
很大的兴趣，在他的刻苦钻研下，他不仅攻克了这一技术难
关，还申请了国家专利。这一技术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在此之前，只有欧美等科技发达的国家掌握了一定的技术，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无法攻破。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六

“作为一名航天工人，不管做什么，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
说白了就是严上加严。过了几年或是过了几十年，你一定会
感谢那个发起狠劲儿的自己。”在铣工岗位上干了近40年的
刘湘宾，用这么一段话总结自己。

奋斗的历程中，由他加工过的微米级、亚微米级产品，先
后100余次参加国家防务装备、重点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
程等大型飞行试验任务。他也曾获“全国技术能手”“中国
质量工匠”“三秦工匠”“航天贡献奖”等多项荣誉，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3月2日晚，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正式发布，来自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107厂的刘湘宾获此殊荣。



铣工是机械加工里最难的工种之一，它要求对数学、物理等
学科知识有很好的掌握。因为以前没有数控机床，都是手动
机床，所以对手工计算要求极高，空间尺寸的测量也要精确
到分。

刘湘宾说，最早那一批技工，思想还有点保守，尤其是在传授
“绝活儿”的时候，信不过的人是不会传的。做航天产品的
一些关键件，一般白天不干，都是晚上锁着门做。活儿做好
后，到第二天天亮，师傅又会让他把工装夹具都拆了。

“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当师傅，带了三十多个徒弟，恨不得
把本事都教给他们。”刘湘宾告诉新京报记者，你所做的每
个零件都是要上天的，所以任何一步都要做好，没有99.9%的
产品，所有产品的标准必须是100%的。这也是师傅给他的教
诲。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七

刘湘宾常常告诉自己的徒弟们，干航天工业不比做手机、做
电脑。手机、电脑坏了，可以拿去修，有试错的成本，但航
天的精密零件出现了问题，将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说起奉献，刘湘宾不忘的是自己的团队。刘湘宾劳模创新工
作室成立以来，以精密加工技术攻关研究为依托，为企业精
密、超精密加工制造保驾护航。现在，他所在团队的轴圆柱
度、半球球面度等加工精度在整个西北片区独占鳌头。

据刘湘宾介绍，在某型号球阀的加工中，通过自创抛光轮，
打破传统硬对硬的加工模式，改变为软对硬的加工方法，保
证了毡垫在高速旋转时定位准确。同时，采用工装压表的方
法控制机床坐标的位移精度，使球体圆度达到了0.002毫米、
光洁度达到13级的设计要求，使产品合格率达到98%以上。

2017年，刘湘宾主动请缨，带领团队在班组建立了半球、球



碗生产单元，全力配合进行技术攻关。对比刃具参数、优化
加工工序，进行工装设计和改制。攻关后的半球、球碗两种
零件的合格率由原来的55%提高到90%，单件成本降低50%，生
产效率提升了近3倍。

2018年5月，刘湘宾带领团队开展了以某型产品零件加工为代
表的航天硬脆材料零件超声振动低应力精密加工技术研究。
经过9个月反复试验，使加工精度达到了壁厚0.5毫米至0.8毫
米、内外球面同轴度1微米，首次在国内行业实现了球型薄壁
石英玻璃的加工需求。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八

今天，在老师的组织下，我们观看了__特别节目《大国工
匠》。一边看，我的脑海中一边想象着自己的未来。

大国工匠，讲述了一群从没有上过名牌大学，但却对专业技
术充满着执着与热情的国家一线一级技工!他们钟爱自己的技
术，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充满着骄傲与自豪，在他们各自从
事的职业领域里，也绝对是国家级的瑰宝，行业里的翘楚。
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特种熔焊接工——高凤林，
从事35年火箭发动机焊接工作。我想到自己今年刚满20岁，
我的心里也是一阵震惊，从事工作35年，这得需要多么强大
的毅力与坚持不懈啊!但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国家高级工艺美
术技师---孟剑峰，他那精巧的錾刻技术，不仅继承了老一辈
和古时候的扎实基础，而且还在现代科学技术下的今天，不
断创新改造。在北京apec会议上，他所打造的“和美”纯银
丝巾果盘，着实让外国友人看到中国传承已久的高超技艺。
另外，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702研究所的顾秋亮对仪器组
装“丝”的境界也着实让我惊叹，在中国，目前来说也只有
顾秋亮能做到这一点。中华造船集团技术保障焊工--张冬伟，
焊接技术达到一百分之一百。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技师---宁允展，中国研磨技术的鼻祖，crh380a



的首席研磨师。钳工----胡双线，30年，打造零件，达到百
分之百的惊人记录。中国宣纸高级技师---周东红，30年来，
每张纸重量误差不超过1克。港珠澳大桥钳工---管延安，虽
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自学成才，成为这项工作的第一人。

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自己的价值呢?从《大
国工匠》中，我获得的是一种对职业，对技术的一份坚持与
热爱，唯有对自己所干的，所从事的职业保持着一颗不懈努
力，永不言弃的心，才能对得起自己的未来，才能更好的回
馈整个社会!

大国工匠人物心得体会篇九

身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淮海工业集团量具钳工、中国兵器首
席技师、“三晋工匠”的周建民，从业39年来共完成1.6万余
套专用量具，没有出现一次质量问题。他制作量具不借助任
何机器设备，全凭眼看、耳听和手感，就能使量具达到微米
级精度。而今，他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技艺传承下去。

“带徒弟是一个技术分享的过程，是快乐的。教徒弟能够促
使师傅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徒弟的成功也是师傅
的成功。”多年来，在该集团工会组织开展的师带徒活动中，
周建民总是毫无保留地手把手教徒弟，凭借特殊的带徒体系，
成为大家争相追逐的“明星”，不同班组、不同工种的职工
纷纷想要拜他为师。

严要求、敢放手。在带徒弟的过程中，周建民是出了名的严
格。量具是产品的“先行官”。周建民所在班组生产的专用
量规，大多用来检测军工零件是否符合标准，所以对量规的
精度要求极高。“量规的精度最高可达头发丝的六十分之一，
比绣花还细。”周建民说，虽然对徒弟要求严格，但也要让
他们放手去干活。周建民在教授一些理论知识后，会让每一个
“新手小白”尽快上手实践，大胆尝试。



一人一册一方案。周建民会根据每名徒弟存在的不同问题，
因人而异，制订出适合其实际的目标，并将自己多年来归纳、
总结出的“三要诀加工法”“冷热配合法”“基准转换法”
等生产中的绝技绝活、先进操作法编写成册发给每一个徒弟，
帮助他们在工作中少走弯路，快速成长为公司生产的骨干力
量。

2018年，周建民的徒弟刘希以优异的成绩入选第六届全国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山西集训队，但高强度的训练让他有点吃不
消，想要放弃集训。周建民看出了刘希的心思，说了一句让
刘希至今难忘的话：“天道酬勤。”师傅的这句话一直激励
着刘希。最终，在此次大赛中他取得个人第五名的成绩，荣
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三讲”化于心。在向徒弟传授技艺的同时，周建民还把讲
方针政策、讲企业现状、讲红色基因融入其中，让每一名徒
弟坚守初心、技能报国。周建民的徒弟牛力在刚进厂时，看
到钳工每天坐在工作台前和机器打交道，对于未来的发展顿
时灰了心。对此，周建民潜移默化地向牛力讲述国家对技术
工人的扶持政策、企业为技术工人设立的上升通道等相关内
容，并带着他去黄崖洞兵工厂旧址感受老一代兵工人的拼搏
精神。徒弟牛力说：“成为师傅一样的技术工人就是我的奋
斗目标。我一定不辜负师傅对我的期许。”

多年来，周建民深入企业，指导培训职工3000余名;走进山西
省十几所职业技工学校，传授技能及工匠文化10000余人次;
在全省4所职业学校建立了“周建民技能大师工作室辅导站”，
完成了钳工专业20余项典型任务的提炼工作。周建民把岗位、
班组、工作室等作为“传帮带”的平台，把自己在实践中总
结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讲课的ppt从最初的20
多页增加到了现在的200多页，培养出了包括中央企业劳动模
范、三晋技术能手、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太行技术
能手、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器工业技术能手、高
级技师等在内的20余名高技能人才。他常说：“众人拾柴火



焰高，我的能力是有限的，能把自己的技术绝活传授给青年
职工，帮助他们快速进步，带动更多的人学本领、练技术，
才对得起‘工匠’这个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