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张桂梅精神演讲比赛演讲稿 工匠
精神比赛演讲稿(优质5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
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张桂梅精神演讲比赛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我们生活和工作中总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也是非常忙碌，
也是不断的工作，工作，然而他们也是同样的烦躁，劳累。
这样他们就把工作做好了嘛？不是，他们一直在劳累也真实
地一直在应付自己工作，一点也没有提高。他们似乎很委屈，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应该感到委屈，他们缺少一样东西。他们
到底缺少什么呢？那就是：平凡，务实，伟大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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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桂梅精神演讲比赛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走进沙湾何世良工作室，记者目光立马被一幅砖雕作品所吸
引。作品呈现了香蕉、荔枝、龙眼、洋桃等岭南佳果，构图
疏密有致，密处叶果层叠，疏处超多留白，颇富中国画意蕴。
最诱人处当属细节，香蕉的饱满、荔枝的粗糙、小鸟的顾盼，



甚至蕉叶上的虫眼都栩栩如生，在青砖上表现如此精妙细节
需要何等功力。感叹之余，不禁好奇，是什么让他对砖雕艺
术如此痴迷。

何世良说，生于斯长于斯，自己从小就“流窜”在村中大大
小小的祠堂中，放眼所见皆是在少年眼中充满神秘感的砖雕、
木雕、灰雕，长期浸淫在岭南建筑艺术中，让他从小涵养了
一种古典情怀、雕刻情结。从16岁初中毕业到这天，从木雕
到砖雕，从家具到大型砖雕作品，从个人到团队协作，从默
默无闻到行业翘楚，他一向在坚持，未离开过半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好之”“乐之”，方能不改初衷，一以贯之。那些
杰出工匠一辈子，甚至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做一件事——如清
代负责宫殿、皇陵修缮的“样式雷”家族，在200多年的时间
里，传承8代，为大清帝国营造了数不清的经典建筑——正是
有这着这样一种信仰，一种耕耘不辍的愚公精神。

创新，一种品格“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是工匠精神”，何世
良说，“如果师傅教会我雕荷花，我一辈子只会雕荷花，雕
一朵牡丹都不行，那有什么用呢一辈子都不能超越师傅，机
械式传承好处不大。师傅教你的是技法，你用技法去创新，
这才是徒弟的使命。”

何世良这种观念深深融进他的砖雕创新实践中，譬如砖雕工
具改良创新，采用电动工具雕刻，速度提高一倍，提升了效
率；譬如技法创新，在长50米、高9米的大型砖雕作品《百福
晖春壁》中，因此壁雕幅面积甚大，为增强立体感和克服平
板之弊，他把雕刻深度大大增加，千方百计让雕刻物“凸”
出来，成为砖雕技术上的一大突破。由于青砖质地松脆，容
易崩折，故一般砖雕镂空较浅，此壁镂空度极大，深厚而面
广，景物内部结构通空如蚁穴，把镂空技术提升至前所未有
的高度。



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因陋就简，不是不能超越前辈，否
则技艺就不会进步。当传统工艺遇上新工艺、新技术，传承
与创新有机融合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或许能够称为新工匠精
神吧在“中国制造20xx”中，创新是勾勒蓝图的一条主线。其
战略任务和重点，第一项就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潜力。这
证明，创新是提升中国制造的基础，没有创新带来的活力和
动力，中国制造只能原地踏步。

张桂梅精神演讲比赛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之语，解答了自己解
牛何以神乎其技，道出了一个工匠追求技艺的价值所在。从
历史的维度来看，工匠是现代社会之前的一个群体，他们的
工作和劳动，主要依靠手工完成。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化大
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的生产，工匠逐渐受到了冷落。然而，
在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更注重产品的精度和品质，更需要
工匠精神。

给火箭焊“心脏”的高凤林，在35年里焊接的发动机将130多
枚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送上太空；潜水器装配首席钳工顾秋亮，
组装的我国首个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观察窗密封级别达
到头发丝的50分之一；80后海上液化天然气超级冷冻运输船
焊接高级技师张冬伟，4个小时连续不断在薄如纸片的殷瓦钢
上焊接，没有一个漏点。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在飞船发射
的整个过程中，电焊工比自己重要的多。因为一个小小焊点
的脱落，都可能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开始。苹果如今风靡世界，
除了得益于创意、创新外，与乔布斯等人精益求精、追求完
美的“工匠精神”休戚相关。

然而，在儒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下，“读
圣贤书”才是正途，当工匠不能出人头地。这在某种程度上
阻碍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而今天的情况也并不



乐观，人们趋之若鹜的是当官、做老板、成为大明星，热衷
于创新创业。另外，在中国教育机构中，依然在崇尚所
谓“精英教育”，似乎唯有培养“能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
的人”才算是成功教育。当下中国对工匠以及工匠精神的理
解，从知识精英阶层到普通百姓，都缺乏客观公正的认识。

当前，中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培育
工匠精神迫在眉睫。学校要大力加强实践教育，让“心灵手
巧”成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尤其在职业教育与应用技术教育
中要予以体现。企业要有奖励工匠的体制机制，技艺精湛的
工匠，应该在企业内部受到应有的重视，多注重从政策上对
工匠倾斜。工匠和简单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不同，他们的劳
动中闪耀着智慧的灵光，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社会各方对
他们理应有足够的予人文关怀。

不管是“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xx”，都提出了雄心
勃勃的愿景，再加上最近热得烫手的“互联网+”概念，也为
制造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迫切需要的“创客理念”
和“工匠精神”齐头并进，让“工匠精神”成为时代共识，
来引领中国成为创新者的国度。

不懂外语，却能改造进口设备；初中学历，却拿下130多项成
果。中国重汽集团高级技师马迎新用三十多年的严谨和敬业，
为自己赢得了“最美汽车人”的称号。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山东新闻联播》报道，在中国
重汽桥箱公司齿轮部车间里，个子不高的马迎新却是这200多
台庞然大物的“守护神”。

中国重汽桥箱公司齿轮加工部职工韩漪告诉记者：“无论是
我们的机床有什么样的故障，只要马老师一到，马上就能修
好。”

1981年，19岁的'马迎新成为重汽的一名维修工，从此扳手、



钳子、螺丝刀就没离开过手。30多年，车间设备从国产到苏
联造、德国造，马迎新的技术也是跟着一路高涨。

马迎新的徒弟山东省首席技师靳明刚说：“师傅能想到的很
多问题我们想不出来，所以跟他学的东西很多，挺佩服
他。”

尽管是响当当的维修“大拿”，但马迎新却认为设备要“零
故障”管理。他提出的“设备开动、润滑先行”理念，每年
能为公司节省维修费用86万元。

对机器呵护备至，对自己却狠得下心，马迎新患有股骨头坏
死，腿不能吃力，但为了迎合机器的角度，蹲着、跪着工作
都是常事儿。

马迎新说：“以前也有过想调个工种，或者打个退堂鼓，但
总觉得自己这么多经验了，干了这么多年了，割舍不下这些
设备。”

凭着这份不舍，马迎新先后完成了130多项攻关和创新成果，
解决技术难题近百项，为公司节省成本1000多万元。今年4月
份，他被评为全国30名“最美汽车人”之一。

中国重汽桥箱公司齿轮加工部经理王绍玉说：“老马身上，
有这么两种精神，一种体现的就是实干精神，一种就是创新
精神，这两种精神合在一块就像我们生产的一套齿轮一样，
在老马身上，高速啮合，高速旋转。”

张桂梅精神演讲比赛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今天在这里，我要提出并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为什么每天早上要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而不能过我们自己想



要的生活？当然我知道我们要有生计，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
一个合适的答案。通过调查发现，很多人往往有个可怕的思
维定式，他们认为：工作=金钱。确实，如果没有报酬，我们
不会去工作，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从事这份工作的理由。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在这里：工作是一种修行。

工匠用工作获得金钱，但工匠从不为钱工作。工匠们把自己
的一生奉献给一门职业，埋头苦干，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视工作为修行，视品质如生命。将毕生岁月奉献给一门手艺、
一项事业、一种信仰，这就是工匠精神最纯粹的呈现。

我们常说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样重要的，我们
也需要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视工作为修行。在中国广西默默
支教十几年的德国人卢安克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
话；“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做着自己完全提不起兴趣的工作，
然后用从工作中赚取的钱去消费，以此获得须臾片刻的快乐；
但我不是，我直接从我的工作中得到快乐。”工匠精神就是
让我们学会不仅仅把工作当作赚钱的工具，而是培养一种对
所做的工作、所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不断创新
的态度。

《禅者的初心》里，有这样一句话：“做任何事，其实都是
在展示我们内心的天性，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作为
一名职业人，我们要有自己的方向。如果只把工作当成赚钱
的工具，就会成为一个彻底的打工仔、上班奴。有人
说；“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我们应该
主动追求目标，而不是将目标当做讨价还价的工具。

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换回物质利益的行为，它更应该是一种生
命态度和价值的呈现过程。把工作看做修行，就是知道工作
不仅仅是为了赚取生活费用，也不为了追求名利，或是希望
得到他人的赞叹、嘉奖。工作就是工作，工作本身就是生命
的价值所在。



工匠精神并不是一个口号，它应该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成
为我们工作中的行为准则。慢慢来，就是快。不走捷径就是
最快的捷径。愿这里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在各自工作的修行
中，有所得。

张桂梅精神演讲比赛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

中国制造能让高铁飞驰、蛟龙入海、玉兔登月，中国技工能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夺金摘银，为何难以造出一支好用的圆珠
笔、一个国人在海外疯抢的马桶盖？这段时间，这一话题引
发热议。强烈的不可思议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忽视却十分
重要的问题。

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技术人才培养出现了问题。这一观点存在
片面性。技能人才很重要，但决定产品质量的，难道仅仅是
技术人才吗？那些最普通的工人难道就不重要吗？技术工人、
普通工人，都是制造业中的基础部分。真正的问题还是出现
在基础部分，即基础秩序紊乱的问题。

任何领域都存在一种基础秩序，基础秩序是否健康，直接关
系到该领域是否健康。对于制造业来说，基础秩序就是尊重
人才尊重劳动。现在，很少有人不把人才当回事了。但在企
业，人才更多还是指向销售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如
此一列举，问题出现了，企业大量的人员是普通工人，可在
人才的筐里，并没有普通工人的一席之地。具体到现实中，
一个普通工人干得再好，也不被称为人才，也很难在收入、
地位和前途上，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不管何时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基础，不管怎样都不能打破基础
秩序。如果基础秩序乱了，劳动价值不能体现，就会“反者



道之动”。这就是今天弘扬“工匠精神”的原因所在。“工
匠精神”不仅仅是勤奋勤勉，还包括创新创造。在长期的奋
斗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
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的载人航天精神同样体现了勤奋勤勉和创新创造的统一。相
对于呼吁“工匠精神”，更应该思考如何培养和激发这种精
神。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