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窦桂梅葡萄沟教学反思(优秀8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
怎么写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一

就目前的大环境下，个人和企业都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截
止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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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高铁速度世界第一，拥有的大学
生数量世界第一，却生产不出一个小小的圆珠笔笔珠;德国人
口只有我国的1/17，却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这是当前我国
经济发展遇到的尴尬处境。西门子公司总裁说：“精益求精
制造产品，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精益
求精的通俗解释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依靠这
种精神，我国才能生产出更多与制造业强国质量同样过硬的
产品，创造出世界闻名的中国品牌。在新经济中，制造业与
服务业正在实现融合，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需要工匠精神，



工匠也同样需要创新精神。许多人叹惜中国产品是一流产品、
二流包装、三流利润，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不会长期存在价廉物美的产品，超额利润永远是对产
品创新的奖赏。激励万众创新需要有严格的绩效考核机制，
重赏创新成功者，宽容创新失败者，坚决杜绝“干好干坏一
个样、遇到问题绕着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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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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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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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三

今年的《报告》首次提及“工匠精神”，引起各方关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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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段话被屡屡
引用。有企业家认为，“中国制造”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唤起
工匠精神，否则谈不上成为制造强国。也有学者指出，倡导
工匠精神，才能打磨出“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进而带动
更多的中国品牌大踏步走向世界，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的转变。



什么是工匠精神、为什么要倡导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需
要怎样的制度动力和文化支撑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探讨和回
答。

耐心专注、精益求精、务实敬业、极致严谨、追求完美……
工匠精神的内涵特质为制造业发展铺陈出明亮底色。它与创
新创造相互联系贯通，被视为产业的灵魂、品牌的基石。在
工匠精神的引领之下，人们对标准的制定严谨甚至于苛刻，
对细节的关注精准甚至于执拗，大到航天器，小到圆珠笔，
都尽显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新、完善的功能，努力为客户
提供无可挑剔的使用体验。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
术，至臻品质才能成就百年品牌。历数世界制造业的那
些“老店”，无不依靠深耕细作、推陈出新，才在各自领域
独占鳌头，实现了基业长青。

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的软实力。我国制造业历经数十年
的发展，总产值已列全球第一，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是
大而不强、差距明显，成本、规模优势难掩质量、品牌方面
的劣势。尤其要看到，当前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和其
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同时处于全面落
实“中国制造20xx”、从 “跟随者”转向“引领者”的关键时
期。实现成功突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需要技术创新，
也需要匠艺精进，把追求细节完美、质量上乘的“匠心”融
入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有效解决设备可
靠性、精度保持性、质量稳定性、消费安全性等问题，做到
大工业时代的精细管理、精品制造。

工匠精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能。近几年，中国老百
姓的海外“爆买”十分火热，反映出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居
民消费正在升级，也折射出国内产品供给没能及时跟上的尴
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供给侧改革无疑有着紧密联系。谁能
提供好的产品，谁就能赢得市场。面对越来越多“挑剔”的
消费者，面对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以工匠精神



来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品种品质，优化供给结构，适应市场需
求，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工匠精神是企业打造“百年老店”的“金钥匙”。以前的粗
放型增长方式下，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大规模的生产赚钱，
产品“差不多”就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深度的经济结构调
整期，要求企业必须向产品品质要财富。产品质量的比拼，
实质就是企业精神与文化的比拼。据了解，现在世界上寿命
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000多家，德国有800多家，秘诀
就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今天的中国企业要打造“百年老店”，
同样需要恪守工匠精神，以精准的企划、精湛的技术、精益
的制造、精品的品质、精诚的服务，生产打动人心的一流产
品，以此立身立世。

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任重而道远。既需要企业家追求卓越、
生产者耐心坚守，更需要职业教育的改革、职业精神的培养、
制度体系的激励、文化土壤的培育，多管齐下，形成崇尚工
匠精神的社会氛围，让“中国制造”的底色更鲜明、品牌更
响亮，让全世界都爱上中国造。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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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五

工匠精神，是一份专注，一份坚持，一份严谨，一份细致，
一份诚信，一份执着，是一种品质。

工匠精神，是一个方向，一种积累，一种个性，一种修行，
一种价值，一种商业，一种财富，一个帝国。

工匠精神，这本书，教给了我们:

1.如何树立正确的工作观;

2.工作中的先后心态和多少心态;



3.工作方法，人生目标，人生价值;

4.工作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维护;

5.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如何树立正确的工作观?首先我们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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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生活中我们是演员，演员如果
仅仅是为了金钱，那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演员。我们应该做金
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的仆人。

哪个职务薪资高就想方设法的调职调岗，哪方待遇好，就不
顾承诺，不顾感情的辞退离职。我们需要拥有干一行，爱一
行，精一行的精神。放下功利心、浮躁心、投机心。拾起公
德心、钻研心，恒久心。弥补信仰的缺失，诚信的缺失，感
恩的缺失。在工作中去提升自己的人格，修炼自己的心性。
每天踏实，用心，精细，严谨的将工作做到极致，每天反思
反省，实务精进，磨炼灵魂，修炼心智，修正内心的误差，
改变行为的偏颇。做一个快乐的工匠师。

工作中的先后心态和多少心态。还是和金钱有关的话题。薪
资是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有了一定的积极表现，或者是取得
了一定的结果后得到的回报。所以说我们需要先努力的工作，
积极的进取，得到一定的认可和赏识，薪资自然是不用愁了。
这个便是先工作，后金钱的心态。

如果抱着先金钱，后工作，给多钱，干多少活的心态去工作，
那你永远是一个不入流的打工者，而不是工作者。要想成为
一名优秀的工匠者，首先你必须是一名合格的工作者。多一
份专注的心，少一份功利的心;多一份精进心，少一份浮躁
心;多一份感恩心，少一份利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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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想，目标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在这里不多说，大家需要
想想自己有没有梦想，梦想是什么?自己是不是正在梦途中铿
锵有力的信心百倍的行走?在这里重点讲述我们在达成目标，
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即现实工作中的一些好方法，大家共享
之:一，结果导向，凡事以结果为导向，没有结果，一切都是
空谈。二，提前量，让工作中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这样或
许你的工作才能更加有质有量，因为你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
它。三，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做完美，避免返工。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工作者，进而上升为工匠者。

工作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维护。带着爱去工作，带着爱
去处理人际关系，带着爱去处理工作事务。让工作在爱中，
让爱在工作。这是我们应该靠拢的方向。减少自己偏见的心，
利己的心，不公的心。增强自己利他，助他，成他之心。让
爱的力量深入工作，深入人心。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很坦白的告诉各位，没有平衡点。我们
需要的是好好工作，好好享受生活。不要因为工作影响生
活(老婆不高兴)，更不要因为生活影响工作(老板不高兴)。
领导不希望看见因为工作和生活失衡影响工作效率的员工。
父母也不希望看见因为工作和生活失衡影响儿女感情。

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能平衡工作和生活。不要
找任何理由。只有你才能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只
有你才能从中取舍，只有你才能弄清选择的后果，只有你才
能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日程表和生活，安排工作和家庭，然后
执行自己的选择。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六

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工匠精神，打造世界强国。说到工艺，



有三个要求：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始终如一。三个字，十
二个字，几十年，全心全意做一件永无止境的事。这就是我
认为的工艺。

昨天通过看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和公司车间的大力宣传推广，
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被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伟大的乡
村工匠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我，但我还是忍不住反思自己和
他们之间的差距，梦想着向他们靠拢。

从古至今，中国从来不缺手艺。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原
创国家，手工艺品和工匠的出口国！毫不谦虚地说，中国工
匠创造了辉煌的工艺历史。

疯狂中国不仅能在高切割技术上领先，华为、联想、海尔、
格力等中国企业也在各自领域走在世界前列。这些成就也是
现代中国人对终极工匠精神的执着与追求的体现。

现在一提到手艺，很多人就说德国日本。就像世界痴迷于追
逐两千多年前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人们对工艺价值的认可
从未改变。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经历了学习他国技术、打假、
升级、实现自主创新的过程。

德国的工匠精神已经存在了100多年。1871年，德国制造业还
处在打假打假的时代。当时英国规定从德国进口的货物必须
标有“德国制造”区分劣质德国货和优质英国货。知耻而后
勇，德国开始了精工制造之旅。德国人用了100多年的时间，
在各个行业坚持并继承了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最终使德国
制造业成为世界高质量的代名词。

日本的工业制造是从学习欧美国家的技术和模仿开始的。20xx
年，日本只能生产廉价简单的商品。在随后的20xx年里，传
统工匠精神传承到大规模制造，大大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质量。
成立于20xx “地球上的国宝”制度，保护工匠和小企业，在
全社会继续提倡手艺。



中国有20xx多年工匠精神传承的历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
工匠精神在现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继承。近年来，经济的快速
发展也凸显了商业伦理问题。一些企业为了获取短期利益而
缺乏商业道德，假冒伪劣产品时有发生。

只要有把事情做好的欲望，每个人都是工匠。坚守岗位，不
断进步，努力专攻研究，支持民族工业发展，尊重每一个工
匠，都是对工匠精神的继承。

谢谢，我的演讲结束了！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七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
似乎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
许多。

我不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
种精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本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
这种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
竞争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
的一种精神——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
缚，于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
再受罪。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
等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



己，这是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
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超越
平庸，选择完善。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有
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工
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
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
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
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
多，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用心做
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态度决定一
切。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
一个人一生的成就。

当我翻开那一本用烫金色印刷字体一位名叫付守永大师写的
《工匠精神》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看过了这一部著作，
似乎它并不深奥，但中间的故事直入主题，顿时让我明白了
许多。

我不仅在问自己，自己真的很迷茫，我们为什么工作，需要



的是什么，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这个社会这个世
界，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有一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然而当我静下心从新翻阅这么书的时候，我才慢慢发现，这
种精神是多么的高尚与执着。是的，这不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本书，这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力量，
这种精神与力量会催人奋进助人成长，直至造就职场的核心
竞争力，这就是每一个乐观、健康、积极向上的人应该具备
的一种精神——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人有时候都是会累的，都会抱怨，工作忙，工作累，工作是
受罪。都喜欢自由，喜欢家，因为在家觉得轻松自在不受束
缚，于是我们越是抱怨，越是觉得累。越是觉得这简直就是
再受罪。从而我们会慢慢变的迟到早退偷懒服务态度不好等
等对工作不认真负责的状况屡屡发生，然而我们应该问问自
己，这是不付责任的。

只有员工将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将企业当作自
己的家，才可以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具有活力的企业。

敬业会让你出类拔萃。不要满足于普普通通的工作表现，要
做就要做得最好，你才能成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人物。超越
平庸，选择完善。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有
无数人因为养成了轻视工作、马马虎虎的习惯，以及对待工
作敷衍了事的态度，终致一生处于社会底层，不能出人头地。
你工作的质量往往会决定你生活的质量。

我深刻领会到，使自己由浮躁变为脚踏实地，由随波逐流，
循规蹈矩变为积极主动工作，真正把热爱企业、热爱岗位、
全心全意履行岗位职责落在实处。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有
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工作，才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出类拔萃，
这也是敬业精神的直接表现。不论你的工资是高还是低，你
都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其实工作就是一种修行，在修炼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披荆斩剌，
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讽热嘲，使自己变的强大。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它能使自己在生活中学到更
多，做得更好，只有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出色。“用心做
事”是对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正确的思维方式。态度决定一
切。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
人一生的成就。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关于工匠精神的演
讲!在这里我来谈谈我的三点认识。

第一、什么是工匠精神?为什么要培育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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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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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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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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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