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通用8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
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
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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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二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匠人——一生只造五块
表》。

1693年，约翰·哈里森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走街串巷的小木匠。5岁那年，哈里森第一次看见了摇
摆的钟表。那清脆的"滴答"声，仿佛天籁，从此便不可救药
地爱上了钟表。虽然长大后师从父亲，做着木匠活，但他对
钟表依然情有独钟。20岁那年，他使用木头制作出了人生第
一台落地长钟，这让他欣喜万分，从此更加用心钻研。



一天，哈里森听到了一个消息：英国舰队在返航途中，突遇
大雾，由于无法辨别方向，四艘战舰触礁沉没。究其原因，
竟然是没有技术可以测量出舰队的准确位置。这个惨烈的消
息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政府悬赏2万英镑（相当于如今
的600万英镑）制作航海钟，并请来大名鼎鼎的牛顿担任评委。

经过7年的努力和无数次改进，42岁的哈里森终于在1735年制
造出了震惊科学界的第一台航海钟h1。在之后的航海测试中，
证明了h1测量经度的精准性。然而，哈里森却没有满足，他
要制作出一台更加精确实用的h2。

制作h2时，哈里森出现了一次重大失误，但他果断放弃了原
有设计，重新计划制作h3，花费了他20xx年。

虽然哈里森成功制作出h3，但因其体积过大，他始终不满意。
经过努力，他终于发现小型高频振子才是避免环境影响的最
佳方法。当时66岁的他再次制作出直径仅13厘米的怀表h4，这
块怀表获得了英国经度委员会的认可。紧接着，他又开始
了h5的研究。1769年，在79岁高龄时，哈里森终于造出了h5，
震惊科学界。当时的乔治二世国王亲自佩戴h5进行航行测试，
误差仅在8秒以内。如此精确，让人瞠目结舌。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三

成功的鲜花是汗水浇灌开的。从新闻报道中，本人充分感受
到了这些工匠的职业精神，并发现了他们成长中的三个共性，
即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正是因为有了这三个职业崇尚，
他们无论是在重拾传统工艺上，还是锐意创新上，都自觉脱
离了匠气，炼就了响当当的“工匠精神”。

精于工。这不仅关系到工匠的技能本领，更关系到工作效率
和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张衡、王道婆，
抑或是当代的王进喜、倪志福，还是新闻中的施品芳、裴先



锋、董壮，他们从参加工作的那天起，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以被同事们喊为“老法师”的施品芳为例，打开他的工具箱，
几十把大大小小的刀具密密麻麻，一字排开。刀头处都经过
精细雕琢，或角度不同，或弯度有异。他当学徒时，就先磨
了3个月的刀。在半平方米的工作台上，施品芳跟着师傅学习
车、磨、铣、刨、镗等各个工序。工作台上，火花每天都要
闪耀将近8个小时……这就是精于工的真正秘诀。“大国工
匠”无不是像施品芳那样，从基础做起，业精于勤，才有了
对每一项工序的了如指掌。

匠于心。经常要在2毫米厚的钢板上作业，还要不断调整焊接
电流，这要求裴先锋对焊接电流控制极为精确，不能有1安培
的偏差。更难的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化，焊枪都不能抖，哪怕
有一点点偏差，都不能形成完美的焊接状态。这何尝不是匠
于心最直接的白描？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对职业的敬畏，就会
把从事的工作当成任务，甚至感到痛苦，更会在失败面前彻
底败下阵来。但若心中有对职业的爱，即使再难也不会怕，
更会像裴先锋那样，为了练就焊道成形工艺，整个人像着魔
一样，白天干，晚上想，查找相关资料，在白纸上设计焊道
的形状、划焊条的方法。如此，他才对每一个技术细节烂熟
于心，才能奔赴约旦，跟随海外项目队将中国工艺带到世界
舞台。

品于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民说
过：“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
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
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持久；少一些粗制滥
造，多一些优品精品。”“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电焊工人，要
做的就是把每一次焊接都做到最好，不走捷径，就是我继续
成长的捷径。”“越智能，工匠精神越重要。”“手艺人一
生就是学习、积累、再传授。传帮带是匠人最后要走的一段
路。”……这些何尝不是工匠品质的真实写照？这些字里行
间，都是大国工匠品质的光辉。



研发靠智力，操作靠手艺，非常考验还是要靠耐心和钻研，
这是每一个成功的大国工匠的工作态度；精于工，匠于心，
品于行，脚踏实地，这是每个为国争光的工匠精神凸
显。“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我们只有多从各行各业的工
人中挖掘闪光的“工匠精神”，才能让工匠精神推动“中国
智造”更好地走向世界。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四

“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中，你必须爱自
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
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让人家敬重的关键”。而这就是工匠
精神最纯真的呈现。

工匠精神在欧洲，是象征着瑞士钟表的品质，以及德国工匠
的严谨与精确，工匠精神之于事业，则是服务第一，其他都
是第二。曾经有这么些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这种坚持：想
必在读的各位都有听过(欧洲东方店的案例)，此案例表明：
成功不在大小。很多企业都在追求做大，做强;很多员工都在
追求只想做“大事” 而不想做“小事”。试问：什么是真正
的大，什么是真正的小?小的事业做到极致并一直去追求更高
的极致，这事业就是“大”，就是“强”;我们全方位的去考
量这个案例的时候，不难发现正是我们在每个小细节上的到
位，才使得顾客得到了到家式贴心服务的感受，我们“立体
的爱”才能与顾客产生“感情链接、心灵互动、价值分
享”。，我们的心灵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也得到了成
长。这不正是我们的所求吗?而工匠精神，教给我们的也不正
是： 专注产品、重视积淀、享受过程，这正是工匠精神与追
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人精神之间最大的差别。他们身上或
许会少了商人的敏锐，但他们却多了一份对事业的执著。他
们喜欢手中所做的事胜过这些事情给他们带来的钱，他们更
热爱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产品带来的利润。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努力
创造新的管理模式。当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赢利而做的时候，



时刻执行着这种极致的工匠精神，支撑着在追逐梦想的旅程
中稳步迈进。其中很多的道理可能我们都似曾相识，但是：
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并做到才有力量。工匠精神的最大
价值在于：帮助每一个人树立正确的“工作观”。 如何树立
正确的工作观?首先我们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是选对的?还
是选贵的?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连哈姆雷特也会纠结的问题。

工作不仅仅是我们赚钱谋生之道，更应该是我们追求目标，
梦想，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明确目标，把梦想当做信仰。
”这句话很对，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现实生
活中就是目标。明确这个目标以后，我们就需要寻找方法，
达成目标，实现梦想。

工匠精神的价值在于精益求精，对匠心、精品的坚持和追求，
专业、专注、一丝不苟且孜孜不倦。 这就是工匠精神，也是
追求极致的精神。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 真正的践行
者，一定是工匠精神的受益者，用修行的价值观代替浮躁功
利的工作观。用一生为代价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一种纯粹的
伟大。拥有修行的状态，才会带给一个人无穷的力量，无穷
的热情，无穷的创造力，无穷的热爱，无穷的收获;拥有修行
的状态，才能让你的生命沉淀下来，才能让你拒绝身边无穷
无尽的诱惑，才能抑制你的 贪欲，才能让你专注、聚焦，才
能让你把“简单的动作练到极致就是绝招”。 我们这个时代
有太多的演讲家，他们步履匆匆、高谈阔论，仿佛一切尽在
掌握，而这个时代所真正缺乏的，就是那些埋头苦干、默默
奉献的企业和人。但正是这样的企业和人，才是我们社会长
远发展的基石。历史是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平凡而
伟大的人，正是这种专心做事的工匠。

一步一脚印，可以走得坚定，走得辽远。愿工匠精神发扬，
让社会少一些浮躁，多一点沉淀。

那么让我们一起开始“真修实行”吧!放下功利心、拾起公德
心、在工作中去提升自己的人格，修炼自己的心性。精细，



严谨的将工作做到极致，反思反省，实务精进。带着“工作
是一种修行”的工作观，每天享受通过努力获得的成长，取
得的成绩，达成的结果。也正是带着修行的心去工作，成为
一个快乐的工匠师。去实现价值、去创造财富、去建造一个
帝国。让社会明白，褪尽铅华，真正珍贵的，是诚意的用心
与对梦想的坚执。

德国人祖孙好几代都会专注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一件产品，
甚至一个永远重复的服务，所以德国东西得到了全世界的认
可和尊重。相对于德国人，我们中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企业
常常一年甚至一个季度就会换好几种工作或是改做好几种产
品，浮躁大于静心，华丽大于务实，徘徊大于从容，中国,人
虽多，但又能如何创造出专注专业永恒的精品? 难道我们中
国人不就是最需要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嘛?!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五

大家好！

我们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

工作是一种修行，世间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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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这些国家，是一种偶然吗？他们长
寿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研究了他们都在传承着一种精
神——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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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瑞士制表匠的例子上一窥究竟。瑞士制
表商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每一块手表都精心打磨、
专心雕琢、他们用心制造产品的态度就是工匠精神的思维和
理念。在工匠们的眼里，只有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对制造的
一丝不苟、对完美的孜孜追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正是
凭着这种凝神专一的工匠精神，瑞士手表得以誉满天下、畅
销世界、成为经典。

工匠精神不是瑞士的专利，日本式管理有一个绝招：用精益
求精的态度，把一种热爱工作的精神代代相传。这种精神其
实就是“工匠精神”。

所谓“工匠精神”其核心是：不仅仅仅是把工作当作赚钱的
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
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在众多的日本企业中，“工
匠精神”在企业领导人与员工之间构成了一种文化与思想上
的共同价值观，并由此培育出企业的内生动力。

在获得奥斯卡日本影片《入殓师》里。一个大提琴师下岗失
业到葬仪馆当一名葬仪师，透过他出神入化的化妆技艺，一
具具遗体被打扮装饰得就像活着睡着了一样。他也因此受到
了人们的好评。这名葬仪师的成功感言是：当你做某件事的
时候，你就要跟它建立起一种难割难舍的情结，不要拒绝它，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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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之术：用的方法，创造价值。

“工匠”是技艺精湛的人，在欧洲，德国的学徒传统培养了
最优秀的工匠、瑞士的顶级名表都是工匠一个零件一个零件
打磨而成的。工匠精神，就是追求极致的精神，并且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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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些以山寨产品为主的企业，在外部环境好
的时候，企业能够生存，一但外部环境变的恶劣，企业很容
易立刻倒闭。

企业的核心因素是人，而脱离了这种困境的途径是培养企业的
“工匠精神”。工匠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
工艺，他们在享受产品在手里升华的过程。其他企业热衷
于“圈钱—做死某款产品—出新品—圈钱”。而打造“工匠
精神”的企业却在从另一方面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看着自
己的产品在不断改善、不断完善，最终以一种贴合自己严格
要求的形式存在。

工匠用的工作获得金钱，但工匠不为钱工作。一个人所做的
工作是他人生态度的表现，一生的职业就是他志向的表示、
理想的所在。

工匠精神并不是舶来品，《庄子》中就有记载了一个“庖丁
解牛”的故事。

厨师给梁惠王宰牛。他的手所接触的地方，肩膀所依靠的地
方，脚所踩的地方，膝盖所顶的地方，哗哗作响，进刀时豁
豁地，没有不和音律的。

梁惠王问：“你解牛的技术怎样竟会高超到这种程度啊？”

厨师回答说，他凭精神和牛的接触，而不用眼睛去看，依照
牛体本来的构建。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节。十九年
了，他的刀刃还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锋利。

厨师还说：每当碰到筋骨交错很难下刀的地方，他就留意翼
翼地提高注意力，视力集中到一点，动作缓慢下来，动起刀
来十分轻，霍啦一声，牛的骨和肉一下子就解开了。

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做任何事要做到心到、



神到、就能到达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境界。看看瑞士名表，
将一项技术发挥到极致，顶级品质造就了顶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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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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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六

工匠精神，是一份专注，一份坚持，一份严谨，一份细致，
一份诚信，一份执着，是一种品质。

工匠精神，是一个方向，一种积累，一种个性，一种修行，
一种价值，一种商业，一种财富，一个帝国。

工匠精神，这本书，教给了我们:

1.如何树立正确的工作观;

2.工作中的先后心态和多少心态;

3.工作方法，人生目标，人生价值;

4.工作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维护;

5.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如何树立正确的工作观?首先我们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工作
不仅仅是我们赚钱谋生之道，更应该是我们追求目标，梦想，



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工作中生活中我们是演员，演员如果
仅仅是为了金钱，那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我们应该做金
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的仆人。

哪个职务薪资高就想方设法的调职调岗，哪方待遇好，就不
顾承诺，不顾感情的辞退离职。我们需要拥有干一行，爱一
行，精一行的精神。放下功利心、浮躁心、投机心。拾起公
德心、钻研心，恒久心。弥补信仰的缺失，诚信的缺失，感
恩的缺失。在工作中去提升自己的人格，修炼自己的心性。
每天踏实，用心，精细，严谨的将工作做到极致，每天反思
反省，实务精进，磨炼灵魂，修炼心智，修正内心的误差，
改变行为的偏颇。做一个快乐的工匠师。

工作中的先后心态和多少心态。还是和金钱有关的话题。薪
资是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有了一定的积极表现，或者是取得
了一定的结果后得到的回报。所以说我们需要先努力的工作，
积极的进取，得到一定的认可和赏识，薪资自然是不用愁了。
这个便是先工作，后金钱的心态。

如果抱着先金钱，后工作，给多钱，干多少活的心态去工作，
那你永远是一个不入流的打工者，而不是工作者。要想成为
一名优秀的工匠者，首先你必须是一名合格的工作者。多一
份专注的心，少一份功利的心;多一份精进心，少一份浮躁
心;多一份感恩心，少一份利己心。

“明确目标，把梦想当做信仰。”这句话很对，我们需要拥
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目标。明确这个目
标以后，我们就需要寻找方法，达成目标，实现梦想。

梦想，目标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在这里不多说，大家需要
想想自己有没有梦想，梦想是什么?自己是不是正在梦途中铿
锵有力的信心百倍的行走?在这里重点讲述我们在达成目标，
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即现实工作中的一些好方法，大家共享
之:一，结果导向，凡事以结果为导向，没有结果，一切都是



空谈。二，提前量，让工作中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这样或
许你的工作才能更加有质有量，因为你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
它。三，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做完美，避免返工。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工作者，进而上升为工匠者。

工作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维护。带着爱去工作，带着爱
去处理人际关系，带着爱去处理工作事务。让工作在爱中，
让爱在工作。这是我们应该靠拢的方向。减少自己偏见的心，
利己的心，不公的心。增强自己利他，助他，成他之心。让
爱的力量深入工作，深入人心。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很坦白的告诉各位，没有平衡点。我们
需要的是好好工作，好好享受生活。不要因为工作影响生
活(老婆不高兴)，更不要因为生活影响工作(老板不高兴)。
领导不希望看见因为工作和生活失衡影响工作效率的员工。
父母也不希望看见因为工作和生活失衡影响儿女感情。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能平衡工作和生活。不要
找任何理由。只有你才能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只
有你才能从中取舍，只有你才能弄清选择的后果，只有你才
能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日程表和生活，安排工作和家庭，然后
执行自己的选择。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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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演讲稿题目篇八

什么是工匠？一砖一瓦，一凿一砌，让全身的心血用在工作
上，其中的艰辛历历在身而不跟别人说。更有一些人终究一
生都没人知道，受人辱骂，亲人疏远朋友离去，身后的辛劳
数年还没人知道，这些工程十分艰难只因人们的称赞而放弃
了所以的荣誉，这般的成就，就是工匠所得。不把富贵看成
喜事，不把贫穷看成悲事，这不正是“天降大任于是人也”？
现在的人都是看外表，轻内在；追求利益，看轻信仰；追求
效率，不看品质。

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是一个人来到工地上寻找最有耐心的
的工人并提拔他。这个人首先来到了一间楼房，里面的工人
正在细心地把粘稠的水泥扶上墙，可是看这手法却不怎么娴
熟，一看这就是刚来的工人。这个人走上前去问道：“师傅
应该是新来的吧”。

聊完，这个人又回到那个中年男子的工作地点，这时他看见
的是全部人都坐地休息而唯有这位男子依旧搬着砖，流着汗。
他没有去打扰他，因为他心里清楚中年男子所做的无非是为
了给人民们的眼球有道保护色，为了家庭的幸福。

太阳落山，那个人找到了自己想找的“工匠”也找到了所谓
崇高的“工匠精神”，他们的认真与坚持给了我们现在的幸
福生活。这两位“工匠”很辛运，之后的他们获得了一份稳



定的'工作。不过我相信这样的“工匠”在我们身边处处存在。
建设美好家园，传播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