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 发扬
工匠精神演讲稿(优秀6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优质的演
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
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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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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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篇三

你们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团队精神兴伟业”

有句古话说得好：“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
无一人之用”，如果一千个人同心同德，就可以发挥超过一
千人的力量。可是，如果一万个人离心离德，恐怕连一个人
的力量也比不上了!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团队精神!

大家有目共睹，宝丰县财政局本届班子整体功能发挥好，团
结协作强，风气正，工作有深度、有力度、见成效。这是一
支敢啃硬骨头的团队，正是有了这样的团队，才使我们的财
政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一
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一个单位要想发展壮大，
靠什么?靠企业家的个人英雄主义?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不!
那已经是夕阳西下，风光不再了!我们所从事的财政工作也一
样，也只有通过团结协作才能完成好的工作，才能取得骄人
的成绩。

纵观宝丰财政改革的历程，从建帐兼管到会计委派，从政府
采购到财政稽查，从部门预算到国库集中支付，以及我们现
在实施的财政精细化管理，都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上
下同心、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团
结，可以使一个家庭更幸福;团结，可以使一个国家更加富强。
同样，团结可以使我们宝丰财政更辉煌。

海尔集团的张瑞敏正是运用团队力量，经过短短2019年的时



间，带领着一个亏空147万的小厂发展成为中国家电第一品牌，
是团队的力量为海尔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世界著名企业――美国通用公司，由一个机构重叠、亏损严
重的问题企业，奇迹般地崛起并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不仅
得益于它的统军人物韦尔奇，更得益于韦尔奇麾下整个团队
中每位成员的努力。

同样，我们财政局党组一班人，在县委、政府领导的关心支
持下，在全县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克
服困难，加强管理，深化改革，财政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态
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5亿元，一举跨入3亿元行列，上
半年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财政支出确保了公教人员的工
资发放、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离退休经费的足额兑现、农
科教计生及社会保障等重点支出的拨付到位，实现了当年财
政收支平衡。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我是玛雅拾花摄图腾队的小队员，我叫。首先感谢
公司为我提供这个舞台，让我能在这个舞台上面诉说团队能
量„„众所周知，1+1等于2。那么，我们的拾花摄呢?那肯定是
大于2的。

所谓团队精神，是指团队成员为了团队利益与目标而相互协
作的作风，共同承担集体责任，齐心协力，汇聚在一起，形
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

大家都知道“拔河”运动，它是一种最能体现团队精神的运
动，每个人都必须付出100%的努力，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
使，紧密配合、互相支撑，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势不
可挡，战胜对方。

曾经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装扮像魔术



师的

人来到一个村庄，他向迎面而来的妇人说：“我有一颗汤石，
如果将他放入烧开的水中，会立刻变出美味的汤来，我现在
就煮给大家喝。”这时，有人就找了一个大锅子，也有人提
了一桶水，并且架上炉子和木材，就在广场煮了起来。这个
陌生人很小心的把汤石放入滚烫的锅中，然后用汤匙尝了一
口，很兴奋的说：“太美味了，如果再加入一点洋葱就更好
了。”立刻有人冲回家拿了一堆洋葱。

陌生人又尝了一口：“太棒了，如果再放些肉片就更香
了。”又一个妇人快速回家端了一盘肉来。“再有一些蔬菜
就完美无缺了。“陌生人又建议道。在陌生人的指挥下，有
人拿了盐，有人拿了酱油，也有人棒了其它材料，当大家一
人一碗蹲在那里享用时，他们发现这真是天底下最美味好喝
的汤。

故事的启示告诉了我们：只要他们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就能煮出美味好喝的汤。同样如此，我们拾花摄的
每位成员，只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能够永创拾花摄
的辉煌。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亲爱的伙伴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让我们一起创建更辉煌的明天。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了!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篇五

在演讲之前，我先问大家三个问题；有谁知道雷锋。好每个
人都知道。有谁知道雷锋的具体模样，没有人，因为你们没
见过雷锋。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最感兴趣的我放到演
讲之后再问。



活生生的真雷锋我们没有见过，但生活中的活雷锋，比比皆
是。因为学雷锋一种态度，一种责任，一种习贯，更是我们
中学生的最基本素质。

学习雷锋精神，其次就要学习他的“钉子”精神。雷锋同志
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就像一枚钉子努力地挤进木板一样，他以他的勤奋和刻
苦，努力钻研各门知识，从而精通各门知识。这种精神对我
们的学习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对待学习我们也应该像一
枚“钉子”努力地钻进知识的海洋中，撷取一枚枚有用
的“贝壳”，用知识为我们的人生充电。做一名中学生，要
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就更应该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

学习雷锋精神，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螺丝钉”精神。雷锋对
“螺丝钉”精神的解释是：“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
来说就如同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正是有许多螺丝钉的联接
和固定，机器才能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发挥它的工作
性能”。“螺丝钉”精神启发我们：我们每个学生都是一颗
螺丝钉，只有我们许许多多个螺丝钉共同努力，班集体这台
机器才能运转自如，有效地发挥出集体的力量，我们每个同
学也才能真正受益。与此同时机器的持续运转还需要对“螺
丝钉”的不断清洗和保养，而我们的学习正是思想上的洗礼，
在洗礼中，我们的思想不断更新解放，使我们每个个体不断
发展进而推动了我们整个806班更大的进步。

学习雷锋也要学习他的奉献精神。雷锋曾说：“要为社会主
义事业献身，要终生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学习
雷锋的奉献精神并不是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口号挂在嘴
边，也不是要我们去做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奉献就
在我们身边，奉献就在点滴之中，当别人身处逆境时，主动
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在奉献之中，我们的人生价值也得以
体现。

做为我们90后2000后，我们要懂得创新，我们要寻求具有个



性的'学雷锋的方法。当今社会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观，现在是
网络社会， 传播时代，网络对人们的生活影响巨大， 让这
些元素进入我们的现在的学习，才能更好的学习雷锋精神。
我们可利用微博 带出了一个学雷锋团队，增强了学雷锋的影
响力度。我们需要观察时代最新颖的东西，创新设计我们的
活动。

最后，我再问大家最后的一个问题，有谁认为自己已经是现
在的活雷锋了，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新时代的新雷锋。

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演讲稿篇六

什么是工匠精神?

说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制造。知乎上有一
个热门问答“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是怎样的?”有着非常翔实
的介绍。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好莱坞巨星娜塔莉?波特曼在
去年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她和丈夫去东京
一家著名寿司店吃寿司，发现寿司好吃到让她这个素食主义
者都欲罢不能，但发现店里只有6个座位。她一开始很好奇为
什么不扩张，后来朋友向她解释：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
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他们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
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而工匠精神的反面，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短、平、快”
的粗制滥造。当然，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工匠
精神也不例外，只不过，相较于粗制滥造赚快钱，坚守工匠
精神更苦更难、也是唯一正确的路。你要静得下心、耐得住
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因此，工匠精神不仅
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

为何呼唤工匠精神?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制造大国之一。



国外曾流传这样的趣谈：一位母亲问孩子：“上帝住在哪
里?”孩子答道：“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他一定住在中国。
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一方面，中国制造在全
球市场具有极高的占有率，但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制造在全
球消费者的印象却很是一般，甚至大多中国人本身也更喜欢
外国货。

据日本观光厅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年，中国游客
在日本消费总金额为14174亿日元，即822亿人民币。世界各
地区游客在日本消费的总金额前五名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
总额比中国台湾、韩国、香港、美国游客在日消费的总额还
多1518亿日元(88亿人民币)。

但去年，中国的实体消费市场却很低迷。有报道指出，国人
到日本爆买的产品其实是中国产的，如马桶，却丝毫未浇灭
国人到日本扫货的热情。这映衬出某种尴尬：因为工匠精神
的匮乏与廉价低质的刻板印象，中国制造业正在不断丧失本
国的消费群体。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庞大
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人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30年前，大家都图个廉价实用，只要能够满足基
本需求即可;但30年后的今天，“物不美价廉”已无法满足人
们的需求，价格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人们更在乎的是产
品的附加值：创意、技术含金量、人文关怀、参与感。

只可惜，中国的制造业结构不均衡，以工匠精神为特色的中
高端制造业严重不足，大家口袋里有钱，却买不到中意的产
品，由此中高端消费市场长期为欧美、日韩等国垄断。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
源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它引以为傲的人力与成本优势正在
丧失，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 “再工业化”“本
土回归”“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思路。竞争加剧、外需萎缩、



内需不足、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市场也在不断萎缩，
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生死挑战。

如何培育工匠精神?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持有工匠精神之人。有人说，古
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
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是世
界各国王宫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为何今日的中国制造只
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显然，工匠精神的有无，与社会环境的
变迁息息相关。

前文提到，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其
实，放大了看，工匠精神更关乎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我
们的国家、社会是怎么看待工业生产的? 我们对于工业生产
恪守怎么样的标准、心怀怎么样的期待?一个国家工匠精神的
匮乏背后，其实是工业文明的匮乏：品牌、百年老店、匠人、
企业文化以及一整套相关的体制机制，乃至社会心理、共识
和氛围。

应该看到，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
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
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
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
因此，培育“工匠精神”，我们既需要“大国工匠”等榜样
的激励，但更离不开政府的高效作为：完善崇尚实业、崇尚
工匠精神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并花大力气营造现代制造
文明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让有工匠精神的工人活得体面、有尊严，让有工匠精神的企
业拥有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让工匠精神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与社会心理……在如此土壤中，工匠精神自会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