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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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
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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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红船精神、薪火相
传”。

有一页历史，照亮了黑暗的岁月；有一页历史，铭刻在我们
的心房。我们不会忘记，1921年的七月，十三名热血青年相
聚在南湖那艘红船上，激荡着新思想的涟漪，满载着新中国
的曙光，将镰刀斧头写进了中国的历史。从此，红船精神、
薪火相传。

红船精神是什么？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是坚定理
想、百折不挠的奋斗；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怎能
忘记，八一起义的一声枪响、井冈山上的革命武装、长征路
上的突破重围、遵义会议的正确方向；怎能忘记，手托炸药
包，炸敌暗堡的董存瑞、烈火烧身却纹丝不动的邱少云、十
八般刑具都无法动摇信仰的方志敏、张开双臂用血肉之躯护
卫祖国界碑的祁发宝。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就是要传承红
船精神，让百年红船，绽放新时代的光芒！

有人说，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名族没有
魂。2021年1月18日，84岁的钟南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
登上高铁，前往新冠疫情爆发的武汉。那个冬天，年事最高
的逆行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句最坚定的话语：“让我去武汉，



这是国家对我的信任。”白衣逆行，国士无双，一位老人用
勇气和才智让红船精神点亮了黑暗的冬夜。

是啊，时光流逝、精神永存。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将红船精神
赋予了新的内涵：他们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在脱贫攻坚、
基层治理、疫情防控、旅游发展等各个战线上与磨难争斗、
向困难宣战。他们坚守一线、直面群众，用真情服务为民，
用汗水擦亮城市、用忠诚铸就担当、用实干笃定前行。城市
优美，有他们辛勤的耕耘；经济发展，有他们保驾护航!

今天，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新青年，站在这里，我为生在这样
的一个伟大的祖国而骄傲，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而自豪。
回望建党历史，红船精神犹如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与现
实的回响。从金戈铁马到琴棋书画、从大漠孤烟到水墨江南、
从忠肝义胆到千里婵娟，我们党的一百年，是辉煌的一百年；
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
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作为年轻的一代，让我们踏着革命先烈的红色足迹，在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不忘初心、敢为人先，用红船精神激
励前行，迈向崭新的征程！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完毕！

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下午好！

“传统服装行业竞争压力大，学艺的过程又很枯燥乏味，工
资待遇也不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来做学徒。即使有也
很难熬过三年学徒期，无法出师。”3月31日，静安区政协的
委员马颖慧在静安区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传统技
艺正面临人才断层、后继无人的窘境，引起委员们的强烈共
鸣，大家一致呼吁弘扬“工匠精神”，救救沪上“老字号”。



静安区拥有丰富的沪上“老字号”资源，漫步陕西北
路，“白玉兰”真丝、“第一西比利亚”、“美新点心”等。
其中，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亨生奉帮裁缝缝纫技艺、龙凤旗
袍手工制作技艺、鸿翔女装制作技艺、王家沙点心制作技艺、
陆氏伤科疗法、大美华布鞋制作技艺等等，都是沪上“老字
号”非遗技艺的典型代表。

但近年来，众多沪上“老字号”品牌陷入青黄不接、人才断
档、后继乏人的继承荒。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被调查者中
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凤
旗袍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方素文告诉记者，这些年在“君
子不器”等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从事技术
工作，这种人才发展中“匠人精神”的缺失，不仅让“老字
号”品牌甚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继承荒，也抑制了老
品牌自身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更让中国制造遭遇“人才瓶
颈”。

有委员指出，一些“老字号”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历史负
担重、人员结构老化等原因，市场化能力和品牌创新动力明
显不足。加之“老字号”品牌的工匠整体收入不高，国家级、
市级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难以得到与自身
精湛技艺相匹配的收入，学徒收入则更加有限，造成了像方
素文这样的“老字号”技艺非遗传承人招不到学徒，或者只
能招收外地学徒。但在上海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的压力下，部
分有发展潜力的学徒无法安心学艺，跳槽离职率很高。

委员在调研中还发现，被认定为静安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目
前尚只是荣誉，没有相关津贴。此外，根据现有国家相关政
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个项目只限一位，这让该技艺师承
的其他中高级技师看不到希望，从而导致动力不足、人才流
失。

那么，如何拯救“老字号”呢？有委员倡导，当今社会需要
重视匠人、匠艺、匠心的培养，加大对劳动技术能手、手工



艺能手等特殊人才的关注和扶持力度。还有的委员发现，静
安区政府相关部门就曾牵线逸夫高级职校与“老字号”企业
对接，为非遗传承人输送了一批学员，取得了显著成效和社
会反响。因此建议让静安区域内众多的国家、市、区级的非
遗技术、“老字号”品牌文化和历史走进学校、走进社区。
同时关心好区域内各级非遗传承人、中高级技师队伍，进一
步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

据了解，去年静安区相关部门做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率
先推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资助计划》，作为区文化
发展专项基金的一个项目，对区内非遗传承人带教学徒及学
徒本人进行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和鼓励非遗技艺的传
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对非遗传承人及学徒也产生了激励效果。

今年全国“两会”上，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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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静安的“老字号”品牌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非遗
传承人才集聚，资源优势明显，基础工作也较为扎实，委员
们呼吁，以每年6月份的文化遗产日为契机，唤起对老字号非
遗技艺传承的重视。

谢谢大家！

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践行丰南精神，争做住建先锋》。

是精神，让我们希望不灭；是精神，让我们愈挫愈坚；是精
神，让我们谱写人生的美丽篇章；也是精神，让无数伟人为
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



可夺志也”，到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再到荀子的“志意
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
的“延安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载人航天精
神”。一个国家需要拥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
要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种
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
界的高度升华，也是展示城市形象、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
帜。而丰南这座充满活力的涅槃之城，就更需要一个“丰南
精神”来时刻给予我们鼓舞和带动。“厚德、博爱、开放、
创新”，这八个字不仅生动形象的概括了当前丰南的精神风
貌，更体现了丰南历史文化的精髓以及丰南人民的精神文化
追求。

厚德显现了丰南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凝结的可贵品质;博爱展
现了丰南人民感恩奉献，仁爱宽容的胸襟;开放表现了丰南人
民开拓进取，勇立潮头的气魄;创新体现了丰南人民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处处争高、事争一流的壮志。厚德是基础，博爱
是源泉，开放是目的，创新是目标，体现了丰南历史文化的
特征、丰南人民的精神文化追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要求。

厚德、博爱、开放、创新的丰南精神更是孕育了我们住建局
团结奉献、任劳任怨、敢打硬仗、勇挑重担的行业精神。我
局按照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工作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牢牢把握“全面加速、奋力突破”这一总基调，围绕打
造“唐山市南部生态宜居城区、新兴商业中心、旅游娱乐中
心、文化体育中心”的目标，各项工作均取得突出成绩。成
绩的取得要归功我们这支队伍身上服务大局的舍我精神，善
拼敢打的奋斗精神，和心系群众、求真务实的奉献精神。
这“精神”与“精神”的碰撞缔造了争做住建先锋，建设美
好丰南的最强音。

南精神”必将不断裂变成巨大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凝聚力和
文化竞争力，砥柱中流，力挽狂澜。



“丰南精神”是一种信心，它砥砺着我们树立“只有努力，
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坚定信念，激励着我们
在煤河大地创造新的人间奇迹。“丰南精神”是一个纽带，
它融入丰南人民的血脉。这种文化基因“一遇雨露就发芽，
一有阳光就灿烂”。十八大召开以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
到：实现丰南科学跨越、强势发展的伟大实践，引导着丰南
人民树立变化、变革、创新的理念，激励着丰南人民奋力作
为的智慧和勇气，鼓舞着丰南人民披荆斩棘的斗志和信心。

越是在丰南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越能显示出“丰南精
神”的伟大，越是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弘扬“丰南精神”。拥
有一份永不知足的精神信念，带上一份“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的心境。让我们携手同行，践行丰南精神，团结奉献，
再接再厉、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奋力突破，推动城市建设
实现大突破、大提升、大跨越，为实现丰南更好更快更大发
展做出贡献，一起来复兴和再铸就文明现代的大丰南。

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篇四

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以出色的表现，
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
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激发了全国
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特别令人振奋的是，中
国女排以荡气回肠的完美逆袭，为祖国赢得一枚弥足珍贵的
金牌。正如在会见参加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时指出的，“中国女排不畏强手、英勇顽强，打出了风格、
打出了水平，时隔20xx年再夺奥运金牌，充分展现了女排精
神，全国人民都很振奋”。中国女排以高昂的斗志、顽强的
作风、精湛的技能和敢于争第一、敢于挑战和超越自我的行
动，诠释和刷新了“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
不息”的女排精神，引发了一场触及国人灵魂的精神洗礼，
有力地弘扬了中国精神。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
我们尤其需要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一、铸就体坛传奇的精神瑰宝

中国女排，是世界体坛不断创造奇迹的一支劲旅。从20世
纪80年代的“五连冠”到如今再度夺取奥运冠军，35年来，
中国女排团结奋进、勇于拼搏、永不放弃，不断用行动诠释
和丰富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伟大时代精神结合而成的女排精神。
多年来，尽管女排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女排精神一直在
激励着这支队伍成长成熟，向新的胜利目标奋进。

铸就从弱到强传奇的精神瑰宝。每一个世界冠军都要经历从
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国女排也不例外。走向冠军的历程锻
造了女排精神，而日益成熟的女排精神又引领着女排的成长。
20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运动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
排球运动却没有多大起色。在党中央的重视、关怀和指导下，
中国女排引入“魔鬼式”训练法，注重严格要求、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开掘出女排精神最初的源头。此后，女排在艰苦
训练中不断砥砺精神，增强问鼎世界冠军的实力和勇气，
到1981年，中国女排终于夺冠!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
创下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也创造了我国大球夺
冠的奇迹。

铸就再度崛起传奇的精神瑰宝。世界体坛竞争激烈，没有永
远的冠军。从1986年到20xx年，中国女排有20xx年时间与世
界冠军无缘。

然而，无论处在波峰还是在波谷，女排精神永在!正如郎平所
言：“中国的女排精神与输赢无关，不是说赢了就有女排精
神，输了就没有。要看到这些队员努力的过程。”这种筚路
蓝缕的努力过程，其间有高低起伏，有质疑诘难……然而，
这一切也砥砺着中国女排更加成熟。她们没有被挫折吓倒，
在扎扎实实的拼搏奋斗中不断积蓄着取胜的实力。终于，在
去年的世界杯和今年的奥运会上，她们用冠军证明了这种努



力的价值，也证明了女排精神永在!

铸就绝地反击传奇的精神瑰宝。体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
能够激发人类挑战生理极限和精神潜能。劣势甚至绝境，往
往更能激发勇敢者闯关夺隘的斗志。这次奥运会，中国女排
被分到“死亡之组”，从“死亡之组”出线后又对阵占尽天
时地利人和的巴西队。人们普遍认为，这场比赛获胜的概率
不高。然而，中国女排却成功“逆袭”，硬是凭着一股顽强
精神战胜对手。这一切，让人们在心潮澎湃、血脉贲张中深
切体验到了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二、勇于超越自我的精神基因

女排精神不仅是中国体育精神的高度凝练，更是中华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1981年，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
杯决赛夺冠后，太原机械学院全体师生送来了“振兴中华”
的大匾。从那以来，女排精神就超越了摘金夺银的意义，影
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
懈奋斗。究其根源，正在于女排精神深刻蕴含着推动民族复
兴的英雄基因。

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没有私心杂念、敢于牺牲的人，才能
做到宠辱不惊，在各种困难挑战面前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集中精力迎难而上、勇闯难关。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女排
之所以能够实现大逆转，就是因为她们战胜了执着于冠军的
杂念。尤其是主教练郎平，之所以能够面对巨大压力和空
前“险境”，指挥若定，就是因为有不计得失敢于拼搏的无
私心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培养
这种为实现国家、民族利益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20xx年3月，郎平曾在文章中写
道：“在我的字典里，‘女排精神’包含着很多层意思。其
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团队精神。女排当年是从低谷处向
上攀登，没有多少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大



家总能够团结在一起，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执教中
国女排，郎平用上了团队协作的法宝：将国际化、专业化的
团队合作转化为“大国家队”训练模式;征战里约奥运，郎平
仍然巧妙运用团队协作的法宝：用老队员稳军心，用新队员
打拼杀，12名队员轮番上场，人人都是主力。女排背后的大
团队也形成了支持女排的强大正能量，各种专业人才形成了
托举女排高峰的巍巍高原。推进民族复兴，我们更要万众一
心，人尽其力，凝聚攻坚克难、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中国女排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创
业史。从白手起家到铸就辉煌，靠的是艰苦创业;从低谷再到
巅峰，靠的仍然是艰苦创业。在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物资匮
乏的年代，她们利用最为简陋的条件开展“魔鬼训练”，即
使摔得遍体鳞伤也含泪坚持;远赴里约征战，主办方提供的训
练场地和时间条件不能满足中国队需要，她们就自己联系了
位于贫民窟附近的场地加练……主教练郎平，在屡获世界冠
军后不愿躺在功劳簿上享受。这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推进
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长征中永不过时!

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20xx年2月7日，在看望参加第22届冬奥
会的中国运动员代表时深刻指出：“重大赛事最令人感动的
未必是夺金牌，而是体现奥运精神。这正是中国人讲的自强
不息。”30多年来，中国女排前进的道路上有辉煌也有挫折，
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女排一直顽强拼搏，永不言弃。
处顺境就自强不息增创更大优势，处逆境则自强不息化劣势
为优势，从不怨天尤人，始终以顽强拼搏精神带给人们感动
与鼓舞。即使是面对最强大的对手，她们也毫无惧色，一球
一球拼、一分一分顶，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在推进中华民族
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弘扬这种自强不息的拼搏
精神，也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
历史接力赛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推动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
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道路仍然充满风险和挑战。在实现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女排精神，使之化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增强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定力。郎平这样
解读女排精神，“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
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这种坚定的眼神，是中国女排
向胜利进军的战略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需要
这种战略定力。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我们既要坚定“中国自信”，也必须直面国家由大向强
“关键一跃”面临的巨大战略阻遏和战略反冲。中华民族要
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唯有不怕挫折和打击。我们要从女
排精神中汲取力量，顶住压力、冲破阻力，坚定信心、勇毅
笃行，不忘初心、不懈奋斗，向着伟大目标迈进。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增强推进民族复兴的闯关实力。中国女排
登顶里约奥运，是一步步闯关夺隘拼出来的。同样，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遇到的难题也在逐步升级，这
对我们闯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需要我们去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我们去
闯;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还需要我们去闯……我们要大
力弘扬女排精神，以咬牙顶住的恒劲、一分一分争的韧劲、
不畏强敌的拼劲，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善作善成，以强大
闯关实力奔向中国梦的光明未来。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增强推进民族复兴的创新活力。再强大的
精神，也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科技创新的强大支
撑。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女排精神内在蕴
含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近年来，女排大胆借鉴国际体育
管理经验，创新管理体制、队员选拔机制和训练模式，以科
学精神强化拼搏精神，丰富了“女排精神”的内涵，这也成



为里约之行取得辉煌战绩的重要法宝。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必
须进一步弘扬创新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勇于突破体制
机制瓶颈制约;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坚持走自
主创新道路，更加自觉地推进各个领域创新。

在弘扬女排精神中汇聚推进民族复兴的整体合力。几十年来，
中国女排始终注重通过紧密团结、协调配合来增强团队整体
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
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追求;中国梦的实现，不是
成就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而是造福全体中国人民。这就
要求我们，在追梦征程中必须大力弘扬女排精神，形成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千钧合力。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梦，我们
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践中!

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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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柏坡精神的演讲稿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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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