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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一

宝剑锋从磨砺出。我在收看该系列节目时，发现他们文化不
同，年龄有别，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闪光点—热爱本职、敬
业奉献。他们技艺精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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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发丝的五
十分之一，还有人检测手感堪比x光般精准，令人叹服。他们
所以能够匠心筑梦，凭的是传承和钻研，靠的是专注与磨砺。

深海钳工管延安在工作时，要进入完全封闭的海底沉管隧道
中安装操作仪器。按照规定，接缝处间隙误差要小于一毫米，
他却能做到零缝隙。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全凭自学成为这项
工作的第一人。他所安装的沉管设备，已成功完成16次海底
隧道对接。他曾说过“装好了也要拆，拆了在装，这是为了
手感”。因为执着，坚持，求学。他成为了一名大国工匠。

所以我们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工厂有千万家，但你从初
期学的工种可能只有一种，无论你在那个工厂工作，你干不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会吃上饭的。只有你热爱了你的工
作，你才能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你才能提高你的技能，你
才有立足于企业的本钱，如果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不出一
定的价值，到任何一个单位都不会收留你的，现今的企业，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愿意收留一个闲人的。无论你从事任何工
种，都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自我约束和要求自己，把
自己培养成高技能人才。



因此我以后一定努力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的刻苦认真精神，
把这些精神应用到我的专业课学习中来，刻苦扎实的学习专
业课知识，在实训时积极认真参加实训，多练习，以创造出
一个优异的成绩而努力！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二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技能是学生的看家本领，为了提升学
生们的技能水平，为了明确学生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为了调
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学校组织师生共同观看了《大国工匠》
主题专栏节目。本次的活动让我们职业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收获颇多、受益匪浅。

《大国工匠》讲述了为长征火箭焊接发动机的国家高级技师
高凤林等8位不同岗位劳动者，用他们的灵巧双手，匠心筑梦
的故事。这群不平凡劳动者的成功之路，不是进名牌大学、
拿耀眼文凭，而是默默坚守，孜孜以求，在平凡岗位上，追
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最终脱颖而出，跻身“国宝级”
技工行列，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深海钳工管延安就
是钳工里的“状元”。从学历水平看，管延安并非出身高校
名校，相反，他只是一名初中生而已。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
管延安成为了一位“钳工状元”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执
着、敬业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或许，在管延安走向“钳工状
元”的道路上，经历了许多挫折、坎坷和磨难，但是，没有
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钳工状元那颗敬业奉献的心。因为这
样，钳工状元最终成为了钳工行业的佼佼者。所以，最具风
采人物的桂冠，应当戴在老王的头上。

作为职业学校的老师，我们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强
化对学生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的培养。爱岗敬业，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内容之一。筑就人生美丽梦想也好，
践行核心价值观也罢，既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高不可攀



的。“成功之源”，就根植在你我他的职业道德里、情感良
心中。表面上，爱岗敬业是利他的;实质上，爱岗敬业也是利
己的。换言之，它是满足社会需求与实现个人价值的有机统
一。

通过这次观看，全校师生们对专业技能有了新的认识，强化
了老师对动手能力和爱岗敬业精神的认识，为下一步的教学
提供了思路。同时，也让学生感到了技术的重要性和成就感，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三

通过这两次观看大国工匠，我懂得了：

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其不同的方式仅在于，
各种工作中所要完成的任务及方式相异。我们每个人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有的人不过终其一生原地踏步，而有的人却
在平凡的岗位上混的如鱼得水，有声有色。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他们对工作的认识和对待方式不同。

在市场化成度越来越高的今天，我们每个人工作机会都来之
不易，如果不珍惜工资作机会，不努力工作只知道抱怨别人，
总是会被放弃在遗忘的角落，不管他们的学历是否很高，能
力是否很强，也只能是一个配角而已。我们每个人只有热爱
自己的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到最好。一个人在工作时，如果
能以精进不惜的精神，火焰般的热枕，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那么，即使是做最平凡的工作，也能成为最精巧的工匠，如
果也冷淡的态度去工作那怕是做最高尚的工作，也只能做个
最平庸的员工。

用心做事是一种人生原则，他能使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学到很
多，做到更好，只有用心事，才能把事做出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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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四

最近，学校组织我们观看《大国工匠》系列纪录片，让我们
了解了大国工匠的故事，并深深的'被他们的事迹所感动，我
作为一名职校学生，未来的技术工人，不禁反思我与他们的
差距，不禁梦想向他们靠拢。

当我看完大国工匠的宣传片后，我就一次次的问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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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国工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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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凡的工作中掌握不平凡的技能，成为国家国
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身上所传承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
指工匠对自我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
理念。仅有秉承着这种精神理念，踏踏实实、仔细认真的做
好自我的工作，才能一步步向大国工匠们靠拢，才能逐步成
为行业精英!

其实，我们在专业学习中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忙，我们会
累，我们会烦，我们会厌倦，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大国工
匠们他们难道不累吗难道不厌倦吗胡双钱守着台虎钳一干就
是二十年，至今，他都是一名工人身份的教师傅。周东红守
着又冷又潮湿的捞纸池就是十几年，錾刻大师孟剑锋师傅在
研究新工艺的时候，失败一次又一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



他们并不是不累，并不是不厌倦，而是有工匠精神在支撑着
他们，当他们完成一件作品的时候，成就感和荣誉感袭来，
所有的疲倦都不值一提了。

同学们，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技校学生，更应当向这些工匠们
学习，学习他们身上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品质，学
习他们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工作劲头，学习他们不忘初心，
不受外界诱惑，一步步走下去的坚韧与执着!工匠精神，贵在
执着坚持，贵在追求卓越，让我们继续秉承工匠们这宝贵的
优秀品质和精神，认认真真学手艺，扎扎实实练技术，争取
早日也能跻身于技能精英的行列，成就自我精彩的人生!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五

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大国工匠》让我明白
了，置身于灯红酒绿的世界中，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诱惑，
我们要守住心中的小岛，以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工匠精
神”去做事、去生活。

《大国工匠》节目，介绍了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心有理想，身
怀绝技，爱岗敬业，匠心筑梦的感人事迹。王津，39年如一
日，专注修复钟表。“铜镀金乐箱水法双马驮钟”，是世界
公认的最复杂的钟表之一。如今已经二百多岁，机芯老化、
部件缺损。经过他的“妙手回春”，54根水法、28个人物造
型、4套音乐、上千个零件，在他的手中复原如初。大国工匠，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远离名利场，不迷于声色，不惑
于杂乱，守住心中的小岛，一生只做一件事。

守住心中的小岛，需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力
求完美。《庄子》“庖丁解牛”和欧阳修“卖油翁”的故事
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心到、神到，
就能达到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境界。工匠，不是一种机械
重复的工作者。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精益求精，力
求完美。瑞士制表工匠对每一个零件、每一道工序、每一块



手表都精心打磨、专心雕琢。在工匠的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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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所求。正是守住心中的小岛，瑞士手表得以誉满天
下、畅销全球、成为传承百年的经典典范。

守住心中的小岛，需要稳住心神，耐住寂寞，经住诱惑，守
住清贫。“速成”是匠心的克星。守住心中的小岛，必
戒“速成心”，必戒“差不多”。多少粗制滥造、速生速朽
的悲剧告诉我们，急于求成于事无益，急功近利更难立身。
英国国王理查二世与里奇伯爵准备决一死战，决定谁来统治
英国。决战当天，理查派马夫去准备战马。铁匠在最后一只
马掌上只打了两枚钉子，马夫认为两枚钉子应该管用。结果，
理查的马在战场上掉了一只马掌。理查被马掀翻在地，被里
奇伯爵活捉，他的王国也随之崩溃。后来，西方流传一句民
谣：丢失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国家。

有人说：“我们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
精的执行者。”朋友，让我们守住心中的小岛吧!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努力用自己的匠心实现人生的
价值。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六

20xx年“五一”开始，央视推出了八集系列节目《大国工
匠》，节目讲述了为长征火箭焊接发动机的国家高级工程师
高凤林等不同岗位劳动者，用他们的双手匠心筑梦的故事。
看了之后，我感到震撼。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习惯
了用机器代替人工，用电脑代替人脑，但是在“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上天，“蛟龙号”下海这些高精尖领域，机器不适
用时，我们的工匠用自己的双手代替了机器，甚至做得比机
器还要好。

我很好奇他们有着怎样的一双手，可以焊接火箭的“心脏”，
可以在牛皮纸一样薄的钢板上焊接而不出现一个漏点，可以



把密封精度控制在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7000米级“蛟龙号”装配组组长顾秋亮，人称“顾2丝”(1
丝等于0.01毫米)。为练基本功，他将十几个十公分厚的钢板
锉到0.5公分，手上几乎没有指纹。数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职
业技能的极致化，传承和钻研，专注与磨砺，精益求精，是
他们对工匠精神做的最好的诠释。

与这种工匠精神相对应的是一种“差不多”的精神。有一个
故事，讲中国人和德国人用同样的零件组装出来的设备，德
国人组装出来的质量就要好。我们民航用的相当一部分设备
都是进口的，同样的螺丝钉，进口的用十几年还闪闪发亮，
国产的没几天就生锈了。还有如今的中国人一窝蜂地到国外
买电饭煲和马桶盖，这都在打中国制造业的脸。我们有一流
的技术，一流的设备，唯独少了一流的产品。而对民航业来
说，工匠精神就更重要了。飞机维修的机务员有着一套严格
的工作流程和检查标准，如若飞机检修不严格不细致，轻则
造成安全隐患，重则机毁人亡。

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工匠精神被赋
予了新的内涵。科技部部长万钢说，工匠精神实际是种敬业
精神，就是每个人对所从事的工作契而不舍，对质量的要求
不断提升，对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件事都不放松。我们
身边不乏爱岗敬业的楷模，但也有一些人工作挑肥拣瘦，不
求技术“过得硬”，但求“过得去”，这些人必将被淘汰。
一个人只有在自已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才能
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大国工匠》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精益求精，爱岗敬业
的精神。我们一线职工要提高自身素养，在浮躁的当下，工
于心，匠于行，静下心来踏实做事，将我们的工匠精神真正
传承下去。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七

6月22日上午，公司组织全体员工观看了央视推出的《大国工
匠》纪录片，虽然早在几年前也观看过这套影片，但此次观
看，仍然激起了我心中不小的涟漪，观看之时，激情澎湃，
观看过后，感慨万千。

各位工匠们巧夺天工，将看似平凡的事情做到了极致，将看
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的游刃有余，做到了行业乃至世界
顶尖级别;我知道这背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练习与坚持、
坚守与热爱!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高级焊接技师—卢仁峰，在一场焊接事
故中，他险些彻底失去左手，大拇指、食指、中指被勉强缝
合，已基本不能工作。但他没有被吓到，反而更加坚定有力。
他用一只手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不断追求焊接技术革新，
被誉为"独手焊侠";卢仁峰能拥有这样的成就，靠的不是天资
聪慧，而是一点一滴踏实的历练、坚持与永不服输的精神!试
想，经历过如此大磨难的人尚能有这样的成就，更何况我们
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呢!

我们常说要“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可现实中，
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呢?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苦难降临
的时候，也正是上天给予我们提升机会的时候，只有先正视
自己，才能有所提升;只有忍得了孤独，耐得住寂寞，耐心钻
研，才能提升自我，成就自我。

作为一名财务人员，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与数字打交道，与
繁琐的账目打交道，财务工作意味着日常性和机械性的周而
复始，不断重复。从月初开始每一笔经济业务，付款、收款、
核对、复核、结账，到月末结账，保证每一笔业务准确、完
整，使之不仅要符合公司内部制度管理规定，也要符合国家
财经法规规定。除此之外，还需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内部



审计监督、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税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各种
审查;另外，还要不断学习日益更新的国家财经法规，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知识常新，才能主动为单位创造价值，
合理的规避风险，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专业的支持。我想工匠
精神之于财务工作，应该是一种精益求精，不断超越自我的
过程;应该是一种精雕细琢，不断提升自身技巧的过程。

正因为财务工作看似繁琐与无味，才更需要大国工匠身上具有
“耐心、专注、坚持”的精神!让我们在公司提供的良好平台
上，端正态度，积极学习，努力工作，认真对待工作中的每
一件事，每一个岗位，做到精益求精!即使我们达不到大国工
匠们那样精湛的技巧，也要让自己每天提高一点，不负青春，
不负自我!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工匠精神与集体个人发
展”。

很多人认为工匠精神意味着机械重复的.工作模式，其实工匠
精神有着更深远的意思。它代表着一个集体的气质，耐心、
专注、坚持、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等一系列优异的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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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缺乏也让持久创新变得异常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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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一则报道，说的是：截止20xx年，寿命超过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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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他们都
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工匠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取得某一方面的异于常人的成就，方能
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取得这种成就的唯一方法，就是
去热爱这一部分的工作。”不可否认，“工匠精神”是一种
奉献精神。它可能默默无闻，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从而确保了一个集体的正常运转。试想，若没有这种精神，
一个集体将会怎样?作为你所在的集体中的一分子，我们都应
认识到“今天我以我所在的集体为荣，明天集体以我为荣”，
“我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我应该对我的集体负责”。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应该有工匠精神。比如：在学
习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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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当中，
不要再大费力气去寻找什么捷径了，承担责任，把自己当下
的做好,捷径可能就来了。所以请大家在学习生活中做到精益
求精,脚踏实地，传承工匠精神，做一个热爱集体的成员。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九

中央电视台的宣传片《大国工匠》讲述了八个工匠“8双劳动
的手”所缔造的神话。他们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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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制造”。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们难
道就没有工匠精神，还是说社会的浮躁，让我们忽视了这种
精神的存在。

“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表明，只有那些热爱本
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



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这是一群这样的劳动者，他们的成功之路不是上名高中、进
名大学，而是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靠着传承和钻研，
凭着专注和坚守，他们成为国宝级的顶级技工，成为一个领
域不可或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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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的感人故事、生动实践表明，只有那些热爱本
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精益求精
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

当前的我们缺失工匠精神，“我们要用大批的技术人才作为
支撑，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造’。”
而在这个过程中，代表中国实力的制造工程，其顶级工艺技
术确实十分精良，但对于更多的中国制造领域，我们仍然缺
乏响当当的“中国名片”，其背后所折射的，又恰恰是基础
制造业优质技术人才，大国工匠的缺失。

大国工匠思想汇报篇十

尊敬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

“工匠精神”从纪录片、媒体报道中走进《政府工作报告》，
这不只是一个曾被遗忘词语的“命运”转折，更像是一个时
代精神的转折。从表面来看，它是要契合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鼓励企业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但从更深层意义来看，这是
决策层在价值观层面的一次成功倡导，其指向是涵养一种内
心充满定力、凡事精益求精的时代气质。

时代对工匠精神回馈什么“工匠精神”背后是精致的产品、
匠人平和的心境以及追求极致的时代气质。但不能盲目乐观，



要看到这种转身是艰难的、需要时间的。无论我们用何种气
势磅礴的语气坐而论道，都不会让社会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许多
“大国工匠”。

一项针对1794名15至36岁年轻人进行的调查显示，95%的受访
青年表示钦佩能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但佩服归佩服，
行动起来就难多了。因此，尽管“工匠精神”理应是当代人
尤其是年轻人气质的重要元素，但绝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他
们的内在追求。不激活年轻人追求极致的内心，“工匠精
神”将可能只是浪漫的传说。

“工匠精神”应该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无论是故宫修补文物
的匠人还是制作宣纸的手艺人，靠的都是个人的自觉，而大
家所津津乐道的德国或者日本的“工匠精神”，显然是一种
群体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有个体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来自社
会风气的认可和制度的保障。因此，教育要参与培育新的社
会风气，建设新的制度，为从坐论“工匠精神”到自觉践
行“工匠精神”的转身准备制度养料，进而使其发酵成如同
空气一般自然存在的国民素质、民族精神。

当然，我们还必须直面一个问题：时代对“工匠精神”的回
馈是什么?有报道说，航空“手艺人”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了
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出现过一个次品。但这种手艺在过去
并没有让他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这无疑让人遗憾。教育要
传递新的信念，社会也要有力地回应这种信念，要让年轻人
清楚，这种遗憾正慢慢成为历史。时代正在艰难转身，风向
已经改变，是时候俯下身子，做一个专注的“工匠”或“极
客”，发现和创造美好，服务他人，推动社会创新和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