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匠精神的演讲稿 工匠精神演讲稿
(汇总6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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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一

第一、什么是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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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工匠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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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企业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就目前的大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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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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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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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二

“工匠精神”之所以没办法实现，因为它是“德”，而不
是“才”。“德”这个东西，只能主观理解，却不能客观判
断，你以“德”为标准，而不是“才”为标准，最终的结果
一定是，谁跟媒体关系好，谁跟地方政府关系好，谁就有工
匠精神。

咱们先看看这个词是啥意思：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己的
产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

具体点来说，就是工匠们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
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
有很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



求，把品质从99%提高到99.99%，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不像工业4.0那么复杂，也不像大数据那么云里雾里。而这么
简单个概念之所以在中国会这么火，原因更简单，连总理都
不得不承认，咱们没这个东西。

关于为什么德国人日本人有工匠精神，而我们中国人没有，
各种学者众说纷纭，最后其实就一个结论：人家日耳曼人就
是牛，民族性就是严谨，人家精神境界就是高。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工匠精神将带来怎样的未来?事实上，高
铁就是个很好的范本。巨晓林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
从十几年前才开始做高铁，到现在许多部分已经世界领先，
就是因为在国家重视之下，高铁从业者始终坚持着工匠精神。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赵萍
认为，这意味着企业和员工不能只顾及短期利益，还要考虑
长期的社会效益。孙明波则以青岛啤酒创国际品牌的经验为
例说，一定要有定力，不能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要牢牢抓住
做品牌的主线，才有发展潜力。

今天我们真正要学的，是工匠制度，用制度养成制造业的工
匠习惯，再把工匠习惯升华为工匠精神。

制度——习惯——精神，这是中国制造文艺复兴的必经之路，
而这条路不能靠儒家，必须要靠法家。

别用“工匠精神”的浪漫，掩盖“工匠制度”的缺失。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三

工匠精神与企业发展 很多人认为工匠精神意味着机械重复的
工作模式，其实工匠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思。它代表着一个
企业的气质，耐心、专注、坚持、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等一系列优异的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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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一则报道，说的是：截止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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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他
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宏观来说所谓“工匠
精神”其核心就是：企业自上而下、由里及外的对产品和服
务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 “工匠精神”只有在企业领
导人与员工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与思想上的共同价值观，才
能培育出企业的内生动力，从而长久发展。 微观来看，“工
匠精神”的核心就是：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你要跟它建立
起一种难割难舍的情结，不要拒绝它，把它看成是一个有生
命、有灵气的生命体，要用心跟它进行交流，锲而不舍、精
益求精的追求品质上的完美。 在这个“商人精神”横行的年
代。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企业盈利固然是所
有企业家应该考虑的事情，但持之以恒却是盈利之后重中之
重的问题，然而 “工匠精神”却是贯穿一个企业长寿发展始
终的。

工匠之行，在行动中体悟修行的乐趣，工匠精神不是口号，
它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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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之途充满刑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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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奉献的话，整个公司最终将会失去赢利的机会，受损失的
不仅是公司，还有公司的成员，当然也包括自己。所以，为
了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摒弃那种“马
马虎虎就可以”的想法。一份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是一个
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同时，一个工作岗位的存在，
往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我曾经听了这样的一



个故事，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
大事业。一天，其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
便对他说： “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
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这个故事生动的表明，只有踏
踏实实做好小事，才有做大事的能力，只有兢兢业业圆满完
成自己看似微不足道的工作，家庭的兴旺、公司的的繁荣才
有可能实现啊!

总之，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企业的精神文化折射着它的管理
态度，只有将“工匠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企业才会长寿发
展，基业长青才得以实现;一个人的工作状态折射着他的人生
态度，只有秉承企业文化、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得出色，
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作政作报告时说，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
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出现在政府报告中，让人耳目
一新，有媒体将其列入“十大新词”予以解读。

“工匠精神”,一般指的是工匠们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的精神,即对细节的高要求,追求完美和极致,努力把品
质从99%提高到99.99%,这在制造行业表现得最典型。制造业
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匠文化,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往往需要
从业者具备这种“工匠精神”。然而，笔者以为，“工匠精
神”的实质是爱岗敬业。

相信提及工匠，人们大多时候会联想到铁匠、木匠、鞋匠等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看过去年央视新闻推出的八集系列
节日《大国工匠》的人们，兴许都能讲述出一个个默默坚守
平凡岗位的不平凡劳动者匠心筑梦的生动故事。故事内容林
林总总，故事主人公文化、年龄、职业均有别，但从中提炼



出共性，毋庸置疑都是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这亦是我们探
寻的答案所在。

工匠，就是工作在一线、普普通通的工人，但是工匠没有轻
视自己的工作，而是干一行就爱一行、爱一行就专一行，始
终把自己手上的零件当成是整个工序最重要的一环;工匠虽然
日日夜夜重复着相同的劳动，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对创新的追
求，而是在岗位工作上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地开展工作，从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工匠不是对高官厚禄没有追求，而是他
们深知，只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了、干出成绩了，才能
获得肯定、得到称赞。工匠的工作虽然平凡，但却非常重要，
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都关乎全局利益。

与“工匠精神”比起来，我们当前有的党员干部就差之千里。
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只有重要岗位、重要工作才能体现自身
的价值，在日常工作中难以干出成绩，于是做起事情来庸、
懒、散、浮、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党员干部认为，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一个样，与其冒着犯错的风险创新
性开展工作，不如安于现状，当个“太平官”。还有的党员
干部，工作报告年年相同，工作成绩不见起色，“涛声依
旧”，没有求精、求益、求完美的精神。

总之，“工匠精神”的实质是“爱岗敬业”。“工匠精神”
蕴含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奉献的无
私精神，蕴含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追求卓越、崇尚完美的高
贵品质，蕴含着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的崇高理想。广大党员干部应当深刻领会“工匠”对于
当前工作的重要性，真正认识“工匠精神”对于推动社会主
义事业发展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工匠精神”。



纪录片《大国工匠》以热爱职业、敬业奉献为主题，讲述了
八位“手艺人”的故事。他们中间，有在中国航天事业中，
给火箭的“心脏”――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高凤林，有载人
潜水机上被称作“两丝”钳工的顾秋亮，有高铁研磨师宁允
展，有港珠澳大桥深海钳工管延安，有捧起大飞机的钳工胡
双钱，有錾刻人生、为apec会议制作礼物的孟剑锋，还有捞
纸大师周东红。

他们文化不同，年龄有别，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闪光
点――热爱本职，敬业奉献。他们之所以能够匠心筑梦，凭
的是传承和钻研，靠的是专注与磨砺。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大国工匠给我们以财富，
这就是要深植“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观念，
继承中国源远流长的工匠精神、精湛手艺，让“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释放出更为夺目的光彩。

在这个五光十色、极致物欲横流的当下，对这些成功的工匠
们也少不了几倍工资、几套房子、几多升迁的诱惑。但是，
他们都没有为此所动。因为他们的共同和特殊点，不仅在于
技艺精湛，而且在于有一颗热爱祖国，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爱
心和忠心，有一种令人高山仰止、富有职业操守的“工匠精
神”。高凤林的话，代表了大国工匠们的心声：“每每看到
我们生产的发动机把卫星送到太空，就有一种成功后的自豪
感，这种自豪感用金钱买不到。”大国工匠，匠心筑梦――
每一个从事五金制造的业者，都是一个个工匠，都有一份份
责任。每个业者都应该以同样“大国工匠”的精神尺度，尽
职尽责，赢得尊重。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工匠精神的演讲稿篇六

暑假的`时候读了一本书，《工匠精神》，这本书给我的感触
让我震撼，看完后我的心至今不能平静，直到现在为止我的
心也在为它而悸动。



人，活着，目的只有两个：工作与生活。这两者，必须有一
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阅读了《匠人精神》一书，结合书中的“匠人须知30条”以
及自己对工匠的一些理解，得出感悟：“匠人精神”，每位
员工应有的追求!

五月，一波生产小高峰已经来临。目前，整个制造部也都沉
浸在浓厚的“工匠”文化氛围里，走进生产车间，你会看到
到处贴有制造部“寻找我心目中的工匠”活动的横幅。
如：“工匠，从尊重一事无成，毫无成就的自己开
始!”、“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
做，你就是赢家。”等等。是的，这就无疑给“工匠”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对每一位员工工作上作出了更高的标
准和规范。

“工匠”活动从4月初启动，到目前的有感征文，这一路走来，
让员工对“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有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
同时，树立了员工的严谨、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精神和信
念;让员工知道要立足于本岗位，刻苦钻研，敢于挑战，不断
追求进步，以及增强自身责任感和工作使命感。

人，为什么要追求“匠人精神”? 为什么要有“工匠”一样
的精神?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去为此而拼搏，去奋斗。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的，这
句话本身没错，但是，当将军的前提是你得当好士兵了之后
才有可能当上将军啊!每一位员工其实就是自己的“工匠”，
是自己的“将军”!主管里面也有优秀的工匠，经理层面也可
以评选优秀的工匠，乃至公司的老板，也要有“工匠”的精
神，同他pk的就是整个通信行业之间的竞争与较量。

有“工匠”一样的精神才会让我们的产品打一场持久战，企



业与员工才能生生不息，共同长存。现在的社会是“大数
据”时代，对于企业来讲，就是“大质量”时代，质量就是
企业的生命线。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愿意去买德国的手
表?去买日本的马桶盖?就是因为他们所作出的产品质量过硬!
其实这里面所折射出的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岗位没有高低，职位不分贫贱，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工也能把
事情做到极致。装配、焊接、物料、测试、维修、检验等等，
各岗位都涌现出了一批“英雄”，一批“工匠”。他(她)们的
“工匠精神”值得学习与传承。

人，活着，工作与生活，必须有一个要先行在成长的路上。
只要我们发扬工匠的精神，努力工作，我们就能将生活过上
我们所想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