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对乙方的重要性(通用9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大家想
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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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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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五光十色、极致物欲横流的当下，对这些成功的工匠
们也少不了几倍工资、几套房子、几多升迁的诱惑。但是，
他们都没有为此所动。因为他们的共同和特殊点，不仅在于
技艺精湛，而且在于有一颗热爱祖国，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爱



心和忠心，有一种令人高山仰止、富有职业操守的“工匠精
神”。高凤林的话，代表了大国工匠们的心声：“每每看到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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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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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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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三

“制造精神”“工匠精神”这些鲜活的字眼，频繁出现在我
们的报纸和微信上。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种精神又
有何种强大的力量?带着这一串串的疑问我如饥似渴的翻开了
《工匠精神—向价值型员工进化》一书。

作者付守永先生所阐述的“工匠精神”，它是“一种精益求
精的态度把热爱学习的精神代代相传”。本书从工匠之魂，
工匠之道，工匠之术等方面，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把学习当
作赚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学习执着、对所做事情和生
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告诉我们“打工的
状态并不可怕，打工的心态很可怕”。读到这，我陷入了一
阵沉思。

腊月28，回到老家，路过大伯堂屋前，我热情的喊着大伯，
走进他的屋子，大伯在做木凳子，我不懈的说“大伯，您直
接去市场上买几个塑料的小凳子，不就得了，干嘛还费这事，
都过年了”。他笑了笑“孩子，我干了半辈子的木匠了，家
里的桌椅板凳都是自己做的，都用半辈子了，多耐用，多结
实”说完只见他拿着鲁班刨一遍又一遍刨着初成型的板凳面，
凳脚;拿着刚尺和碳笔在凳面上比划着凳脚的开眼位置。

“孩子，就说这鲁班刨，左右用力要均匀，速度要快，还要
一推到头，否则刨出来的面就不平。”在我看来，真的没有



必要费这么大工夫去做几个凳子。而对于做了半辈子木匠的
伯伯来说，从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是他对手里木工活的热爱，
还有对自己产品质量的胸有成竹的满足。他笑起来眼角隆起
的皱纹告诉我，他内心是踏实的，是执着的，他是在用心打
造手中的工艺品—“木凳”。

这一情景就像一束阳光，它照进了我的内心。记得，13
年3——4月在底盘厂学习时，面临着人员的大量变动，复杂
的底盘和轻卡的混线生产，导致我班组里的骨干们连续近1个
月加班至11点过后。那时感觉，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那段
时间每天回家都是筋疲力尽，但是思想上一直很执着的相信:
明天会更好，明天要好好干。 14年3月，我应聘进入了营销
公司，刚开始不适应这种宽松和自主，感觉再也没领导为了
拉动生产节拍而逼你开线催你生产，虽时常加班再也不用熬
到晚上11点了… …这一切，就像来到了天堂。

慢慢的，被关在内心深处的的魔鬼“另一个自己”出现了。
在空闲的时候我会去想“自己的工资和职位也没什么大展进，
年复一年的这样干着，究竟为什么啊?同学介绍的某某公司那
岗位，月薪多吸引人?”在学习中，会去想“怎样选择捷径去
更快的成长啊?怎样做事会又快又省，尽快完成领导交代的任
务啊?这事做了，领导会满意吗?”整个人总是无意中想到了
九霄云外，又无意中被现实拉回了生活。前段时间部长让我
给总经理送个报告，我送完迅速回来答复部长“领导出差了，
报告放他秘书那。”真想欣喜自己办事真利索，可随后部长
又问“你问过领导什么时候回来啊?报告大概什么时候签好?
你打算什么时候取?”就是送文件这么一件小事，都有许多值
得关注的细节，我不禁脸红的发烫。

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我相信有那么多年轻人在的路上
有过和我一样的幻想和惆怅。因为我们内心是功利的，是浮
躁的，我们喜欢去做一些投入一点就能立刻看到回报的事情。
或者领着公司一年发的数万元薪水不愁吃不愁穿的混着，对
照书中描述的打工心态，这种心态太可怕了。



2、请那些像我这样在混日子或打算混日子的小伙伴们，赶快
清醒过来。不要觉得自己在给别人打工，如果你混十年就算
公司损失百万，那这点钱对公司来说又算什么呢?而这十年对
我们来说，那就是生命!

年轻的朋友，我们对美好前景要敢大胆的去憧憬，我们也要
按捺住内心的焦躁、忧郁、惶恐;我们要用一种执着、精益求
精的工匠态度积极的面对学习，将学习中的任务当做工艺品
去雕琢，相信学习、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充实和美丽。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四

“工匠”不是人们概念中的普通“蓝领”、“工人”，所
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精神”，即为质量而执
着。

“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中国工作报告中，让人且喜且慨。
崇尚“工匠精神”表明中国产业发展进入追求精准、极致品
质的制度化新阶段。但是，且莫争论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是否
缺乏匠人崇尚，即便政策、机制逐步健全，重视工匠、尊重
匠人的文化形态还只是我们的愿景。

这些年中国人时兴的“全球购”尽管存在深层原因，部分国
人喜爱外国“尖货”时兴“全球购”，这是毋庸否认的事实。

发达国家一些产品的确是好，除了科技，还有人的原因，就
是对技术工人长期的重视和严格的培养。德国传统上的双轨
制教育，把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称为
在全球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在德国，技术工人的培训时间
少则3年，只有获得了技师证书的人，才有资格开自己的工场。

要想获得技师证书，还需要在3年毕业后，再当3到5年的学徒，
直至通过资格考试。德国手工业联合会一位负责人曾介绍说，
除了严格持续的培训，在实践过程中，合格技工还必须展示



良好的职业品德、素养、守时、精益求精以及团队精神等，
相形之下，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技工培训时间要短得多，而
且质量也难以保证。

“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需要传统，要有文化习俗，另外
还需要机制和政策。《洛杉矶时报》曾长篇报道一则故事来
阐释美国技术工人的形成机制。丹尼尔麦吉是一名高中生，
当他表示对四年制大学文凭不感兴趣，父母表示理解，尽管
他们一直希望儿子能获得大学文凭。

麦吉认识到，美国技术工人大量匮乏，就业市场急需更多熟
练工人填补高薪技术岗位。中学毕业后，麦吉就在当地一家
金属部件生产公司当起了带薪学徒，除了学费及每小时38美
元的学徒费外，该公司还给麦吉提供医疗保险和“401(k) 计
划”(退休储蓄计划)，此外，培训一结束即付给他年薪5.824
万美元。这比他大学毕业的哥哥花两年时间找到的广告业工
作赚得还要多。

麦吉这几句话点中了要害。“工匠”不是人们概念中的普
通“蓝领”、“工人”，所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
“精神”，即为质量而执着。 “工匠精神”意味着这位工人
发自内心对产品的精雕细琢和追求完美，他在劳动的精益求
精中获得丰厚回报和自我实现。

将“工匠精神”纳入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确是亟待应对的
重大课题。在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工匠精神”早已被传颂。
《庄子》云“技进乎道”，我们也都熟悉 “庖丁解牛”的故
事，那种业务的游刃有余和工作的从容快乐，就是“工匠精
神”的典型体现。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现代“庖丁”。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五

“工匠”不是人们概念中的普通“蓝领”、“工人”，所
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精神”，即为质量而执



着。

“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中国中，让人且喜且慨。崇尚“工
匠精神”表明中国产业发展进入追求精准、极致品质的制度
化新阶段。但是，且莫争论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是否缺乏匠人
崇尚，即便政策、机制逐步健全，重视工匠、尊重匠人的文
化形态还只是我们的愿景。

这些年中国人时兴的“全球购”尽管存在深层原因，部分国
人喜爱外国“尖货”时兴“全球购”，这是毋庸否认的事实。

发达国家一些产品的确是好，除了科技，还有人的原因，就
是对技术工人长期的重视和严格的培养。德国传统上的双轨
制教育，把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结合在一起，几乎可以称为
在全球市场成功的重要保证。在德国，技术工人的培训时间
少则3年，只有获得了技师证书的人，才有资格开自己的工场。

要想获得技师证书，还需要在3年毕业后，再当3到5年的学徒，
直至通过资格考试。德国手工业联合会一位负责人曾介绍说，
除了严格持续的培训，在实践过程中，合格技工还必须展示
良好的职业品德、素养、守时、精益求精以及团队精神等，
相形之下，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技工培训时间要短得多，而
且质量也难以保证。

“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需要传统，要有文化习俗，另外
还需要机制和政策。《洛杉矶时报》曾长篇报道一则故事来
阐释美国技术工人的形成机制。丹尼尔·麦吉是一名高中生，
当他表示对四年制大学文凭不感兴趣，父母表示理解，尽管
他们一直希望儿子能获得大学文凭。

麦吉认识到，美国技术工人大量匮乏，就业市场急需更多熟
练工人填补高薪技术岗位。中学毕业后，麦吉就在当地一家
金属部件生产公司当起了带薪学徒，除了学费及每小时38美
元的学徒费外，该公司还给麦吉提供医疗保险和“401(k)计



划”(退休储蓄计划)，此外，培训一结束即付给他年
薪5。824万美元。这比他大学毕业的哥哥花两年时间找到的
广告业工作赚得还要多。

麦吉这几句话点中了要害。“工匠”不是人们概念中的普
通“蓝领”、“工人”，所谓“工匠”是为生存而求精，所谓
“精神”，即为质量而执着。“工匠精神”意味着这位工人
发自内心对产品的精雕细琢和追求完美，他在劳动的精益求
精中获得丰厚回报和自我实现。

将“工匠精神”纳入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确是亟待应对的
重大课题。在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工匠精神”早已被传颂。
《庄子》云“技进乎道”，我们也都熟悉“庖丁解牛”的故
事，那种业务的游刃有余和工作的从容快乐，就是“工匠精
神”的典型体现。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现代“庖丁”。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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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工匠说演讲稿分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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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