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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精选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工匠精神演讲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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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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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演讲篇二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在那里做大国工匠的演讲，我演讲的主题
是：传工匠精神，做鲁泰工匠。

透过观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以及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和弘扬，
使我们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并深深的被他们的故事所感
动，大国工匠的故事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是我不禁反思我与
他们的差距，不禁梦想向他们靠拢。

每次当我看完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后，我就一次次的问自己，
到底什么样的工人，才是大国工匠。必须是高端科技吗必须
是独一无二吗必须是奢华卓越吗都不是!

那大国工匠都是什么样的工人他们都是在第一线辛勤工作的
平凡工人，他们有钳工，有捞纸工，有研磨工等等，无一例
外，都是平凡的普通工人，他们不是领导，不是富翁，甚至
不是高学历，但他们每一个人都靠着对职业技能的完美追求，
靠着对技术的忠实传承和钻研，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
坚守，与平凡的工作中掌握不平凡的技能，成为国家国宝级
的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平凡永远是人生的常态。但平凡能孕
育伟大，平凡的工作成就崇高的事业，平凡的岗位铸就人生
的辉煌。在工作中我们要以恪尽职守的意识、热情服务的态
度、严于律己的精神，时刻发扬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工匠
精神，踏实工作、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只要你不甘平庸，
就必须也能像大国工匠们那样在平凡岗位上演绎精彩的人生!
就必须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鲁泰工匠!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束
了!

工匠精神应成青年气质“工匠精神”能在社会层面激起如此



大的反响，不足为奇。一言以蔽之，躁动的心需要沉潜。风
来了，猪都能上天，但要长久飞天，还得能御风而行，而这
御风的本事，就得靠“工匠精神”了。

对于什么是“工匠精神”，千人有千解，但有两个核心元素
不可或缺：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放眼当下，真正创造时代
传奇的企业家，身上也都有鲜明的“工匠精神”烙印。

日本以精细化工业闻名于世，追踪溯源，正是他们匠人文化
的底子，正如日本大企业家稻盛和夫所言：“企业家要像匠
人那样，手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产品，用耳朵静听产品的'哭泣
声'。”互联网时代，注重用户体验、提高用户黏合度仍是企
业的核心工作，要让用户以拥有自己的产品为傲，靠的正是
与众不同的那点沉潜功夫，或者说，“工匠精神”。

以“工匠精神”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道理也
便明了了。比如，同样从事一份工作，为什么有的人原地踏
步，而有的人却得心应手，风生水起所不同的，也许就是对
工作的认知和对待工作的态度。显然，对具备“工匠精神”
的人来说，工作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自有诗和远方。古人有
句话叫“技近乎道”：技艺层面的不懈雕琢和追求，乃是为
了寻求与的“道”相亲，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了数不
胜数的古代名匠。同样，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热爱乃至敬畏，
就会把平凡的工作当作一种修行，不经意间便可能累计出极
致的作品乃至非凡的成就。

如果说“互联网”提醒我们“梦想还是要有的”，那么“工
匠精神”就算是一种温和的劝勉，让我们在高喊“躁起来”
的时代“想静静”，“静静”是谁“静静”就是那个敢于为
了梦想而努力沉潜的你自己。

工匠精神演讲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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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演讲篇四

大家好！

“工匠精神”是一种热爱工作的职业精神。和普通工人不一
样的是，工匠的工作不单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从中获得快
乐。这也是很少有工匠会去改变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原因。这
些工匠都能够耐得住清贫和寂寞，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
业技能的极致化，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去缔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装厂
高级技师高凤林，他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为此，很多企
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
房的诱人条件。高凤林却不为所动，都一一拒绝。理由很简
单，用高凤林的话说，就是每每看到自己生产的发动机把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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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能够被称之为工
匠，其手艺自然得到社会公认。但工匠对于自己制造的产品，
却永远不会满足。在他们的心目中，制作出来的产品就应没
有，只有更好。“工匠精神”的代表人物哈里森费时40余年，
先后造了五台航海钟，最后一个钟，创造了航行了64天，只
慢了5秒的记录，从而完美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问题。而我国
的工匠们同样毫不逊色，他们中有人能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
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丝漏点，有人能把密封精度控制到头发
丝的五十分之一，还有人检测手感堪比x光那般精准，令人叹
服。而这没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显然是无法做
到的。



因此，“大国工匠”诠释出的“工匠精神”就应成为“中国
制造”的内在支撑，这样才能让我们国家制造的产品释放出
更加夺目的光彩。

工匠精神演讲篇五

当下，“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强力迈进，我们要
补上“工匠精神”这一课，让它为中国腾飞，做出用心担当。

从容独立、踏实务实。“欲速则不达”、“萝卜快了不洗
泥”告诉我们，无论是企业发展、人的发展，太强调“快”和
“立竿见影”，注定会留下粗糙、浮躁的印记作文。无法让
人永久记住。因此，需要在踏踏实实方面下功夫：不贪多求
快，不好高骛远，不眼花缭乱，不惜力，不怕费事。甚至费
尽周折没有收获也无怨无悔，不轻言放弃，用一步一个脚印
的精神，艰苦磨练，产品和技能才能不断攀越，走向精致。
比如“大国工匠”胡双钱，在自己的行业干了35年，“在车
间里，他从不挑活，什么活都干，透过完成各种各样的急件、
难件，他的技术潜力也在慢慢积累和提高”。

摒弃浮躁、宁静致远。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心境的从容淡泊：
外边的世界很热闹，自己却不轻易盲从；灯红酒绿中的诱惑
很多，自己却坚守“初心”，一切“走心”，像田野一样安
静，像诗歌一样平和。“静能生慧”，“静能生乐”，所以，
工匠们才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枯燥的专业发展中，拥有不
知疲倦的技术性快乐。让技术发展，离浅入深，不断飞跃。
比如“大国工匠”毛腊生，是给导弹铸造衣服的人，在现实
生活中，却“很无趣，甚至连个爱好都没有，有时甚至连表
达都成问题”。“39年，他只做了一件事——读懂砂子，铸
好导弹”。他将“木讷”当做淡定，将“无趣”当做安静，
浮躁少了，当然就能造就技术的辉煌。

精致精细，执着专一。《尚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技术竞争、人才竞争



白热化的当下，要想谋求更辉煌的成果，“差不多的思维”
要不得，它会让自己流于庸俗，止于轻薄、肤浅和粗糙。发
展思想不精细，产品就上不了档次。所以，我们要有“人有
我优”的技术追求，选定一个目标，努力用一生的时间和更
多的精力，精心打造，永不放弃，不遗余力，精益求精，甚
至用强迫一样的思维，让技术和产品“从99%到99、99%”的
过程中，迂回推进，不厌其烦，努力坚守，把每一个生产产
品，当作工艺品一样精雕细刻、耐心打磨。久而久之，就能
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发展奇迹、震撼效应。比如“大国工匠”
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在那里面没
有出现过一个次品。”精细到了何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人人都有“工匠精神”，“中国智造”、中国品质，自然就
能更上一层楼。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