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通用9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能够代表xx高中发表关于工匠精神的感
受与思考。

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是克服“经验主义“的利器。

同学们，我们作为21世纪的高中生，肩负着时代赋予我们的
使命，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我们理应追求卓越，我们要
发扬创新进取的工匠精神，克服经验主义，保持我们青年强
烈的'好奇心，敢于探索，勇于发现，让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
蔚然成风。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身强力壮的黄金时期，现在我们就失去
了斗志和追求，与花甲、古稀的老人何异？，我们应发扬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拒绝得过且过，对自己以高要求，高标
准，追求高品质，为社会持续进步提供新鲜血液，注入新的
活力。

因此，面对新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经验主义的绊脚石，
得过且过舒适圈的诱惑等，我们青年人应勇于肩负起时代所
赋予的使命，以工匠精神为宝剑，披荆斩棘，重振社会风气，
推动社会持续进步，开出一条开阔光明的大道来！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二

么是“工匠精神”?大而概之就是爱岗敬业、严谨做事、精益
求精、追求完善。劳模的本色凸现了“工匠精神”。

增城各级劳模源于广大劳动大众，在他们当中，有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扭亏为盈的企业负责人及脚踏实地、勤奋劳动的
一线工人;有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不懈努力、攻克艰难，
获多项科技成果的技术能手;有农村带头人和专业户，立志耕
山，开展种养，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带领父老乡亲走上共同
致富的道路;有视培养新一代为已任、用爱和智慧塑造健康向
上心灵的优秀教师;有兵不血刃、破案如神，严惩刑事犯罪分
子、确保一方平安的忠诚卫士;有呵护患者、救死扶伤的医务
工作者;有依法行政、呕心沥血、当好群众贴心人的机关干
部;有把青春献给国防事业、荣立奇功的军之英才;还有堪
称“城市美容师”的环卫工……他们正是增城各行各业
的“工匠”。

弘扬劳模工匠精神须爱岗敬业。爱岗敬业是一种美德，是对
事业、职业应有的态度。有一句公民道德格言叫“就业须敬
业、敬业有事业”，意思是说一个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都
必须敬业;一个人只有始终敬业，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弘扬
劳模工匠精神，首先要爱岗敬业，通过刻苦学习、努力工作，
不断实践，增强能力，从而塑造劳模形象。

弘扬劳模工匠精神须严谨做事。古人云：“天下大事必做于
细。”工匠的成长必须有一种老实的态度、严谨的作风，甘
愿从基础做起，从小事做起，乐于扮演拾遗补缺、跑龙套的
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积累经验，逐步获得社会承认，在
平凡的岗位上获得不平凡的成就。

弘扬劳模工匠精神须传承传统。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
明史，技艺高超的工匠层出不穷，豪杰辈出，英雄横空，从
鲁班雕木成凰到庖丁解牛神技，从墨子探行求规到张衡观天



测地，古人凭着精湛的技艺为我们树立了不垂的丰碑。弘扬
劳模工匠精神要立足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其思想精华和
高深的智慧。

弘扬劳模工匠精神须不断创新。创新发展是新时代的主旋律。
劳模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杰出代表，决不能满足
于墨守成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技能，
拥有“独门绝活”，成为行家理手、时代先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围绕着建设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城市的目标，积极
弘扬劳模工匠精神，为增城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更
多贡献。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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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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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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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领导，同仁们：

大家好!

工匠精神，是生产、设计者在技艺和流程上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和极致，以质量和品质赢得行业领先和消费者信赖的精
神。工匠精神体现了一种踏实专注的气质，在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的钻劲背后，是对品牌和口碑的敬畏之心。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离不开工匠精神。大到汽车、电器制造，
小到制笔、制鞋，国内许多产业的规模居于世界前列，使用
的也是一流的机器设备，然而，这些产业长期大而不强，产
品档次整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究其原因，工匠精神
的缺失不可忽视。只有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执著融入生



产、设计的每一个环节，实现由“重量”到“重质”的突围，
中国制造才能赢得明天。

升级的消费需求在呼唤工匠精神。消费正在成为支撑国内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解决温饱之后，市场面对的是一群越来越
“挑剔”的消费者，他们固然喜欢物美价廉，但同时也愿意
为新技术和高品质体验“埋单”。近年来，中国游客在海外
抢购一些小家电、化妆品等，一方面反映出国内制造业品质
的短板，一方面证明国内消费需求正在升级。在这种背景下，
企业必须发扬工匠精神，善于从细节发现需求，臻于至善地
追求品质，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也在呼唤工匠精神。一个充满活力、
创新驱动的中国，既需要天马行空的“创造力”，也需要脚
踏实地的“匠心”。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需要
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战略眼光，持之以恒地“补
钙”，从职业精神的培养，到职业教育的改革，再到荣誉体
系的激励以及文化土壤的培育，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才能让
中国制造的筋骨更强健、品牌更响亮。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五

亲爱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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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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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高端科技吗?一定
是独一无二吗?一定是奢华卓越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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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顶级技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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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也能像大国工匠们那样在平凡岗位上演绎精彩的人生!
就一定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鲁泰工匠!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结
束了!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六

当前，“工匠精神”重新回归我们的视野，成为各行各业追
求卓越的代名词，彰显出了独特的时代价值。在文艺界，工
匠精神也被关注和热议，人们都在呼唤文艺百花园中的“大
国工匠”。笔者认为，在文艺创作中要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
须锤炼好禀性、耐性、韧性、心性这“四性”。

锤炼精益求精的禀性。文艺创作如同耕耘，容不得半分懈怠，
唯有满怀敬畏之情，躬耕其中，秉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
态度，才能有好的“收成”。古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精
耕细作、厚积薄发的结晶。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才成就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鸿篇巨制



《红楼梦》。今天有一位编剧叫高满堂，为了创作《老农
民》，花了5年时间，走访6个省，采访了200多人，才成就了
这部史诗般的作品。《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离开了切磋琢磨的细功夫，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粗制滥造，
只能徒增文化垃圾。

锤炼甘于寂寞的耐性。文艺创作是一场苦旅，静不下心来，
耐不住寂寞，就不可能有所建树。作家严歌苓说她写作
是“自讨苦吃”，“一直到现在一天不吃点苦，给自己没法
交代”。也许有人会不理解甚至嘲笑作家的这份痴迷、傻气，
殊不知，“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所从事的事业充
满虔诚的热爱，就会全身心投入其中，其间的孤独与寂寞便
不再沉重，反而化作了一种云淡风轻。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下，
才会有尘世喧嚣中的默默耕耘，才会有众声喧哗中的清净自
守，才会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问
世。

锤炼锲而不舍的韧性。艺术创作要经历一个渐进、渐悟、渐
成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摸索。面对创作过程中的各
种瓶颈、挫折，没有直面失败的勇气、没有锲而不舍的坚持、
没有迎难而上的决心，就不可能达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
物于笔端”的境界。自媒体人罗振宇非常形象地用“死磕”
二字来定义互联网时代的工匠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又何尝
不需要“死磕”精神呢?有了“死磕”精神，才会几十年如一
日钻研、深挖，才会有技艺上的日臻完美、纯熟后的推陈出
新。

锤炼淡泊名利的心性。“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文艺工作者不能简单地把文艺创作视为赖以谋生的手
段，更不能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当前我国的文艺创作可以
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沛期，但量的增长并不代表质的
提高，真正有情怀、打动人心的作品还不多。文艺评论家毛
时安感慨：“在相当多的剧作中，我们看不到艺术家的个人
冲动，却可以一眼看出遵命之作、受命之作的明显痕迹，看



到赚钱捞钱的强烈欲望和非审美的功利欲望冲动。”这种现
象值得我们深思。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文艺工作者不能随
波逐流，而应志存高远、淡泊名利，把浮躁的心静下来，认
真严肃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这才是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有
的使命和担当。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工匠精神不仅
是一种创作的态度，更是一种做人的态度。艺品如人品，如
果每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都能够锤炼“四
性”，塑工匠精神、讲责任担当，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何愁不
能繁花似锦。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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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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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日本最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家稻和盛
夫的经典自述，他说，“当你把一个产品完全当做自己的孩
子，满怀爱意、细心观察时，必然就会获得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提高制成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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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好！

“一旦你决定好职业，你必须全心投入工作中，你必须爱自
己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这
就是成功的秘诀，也是让人家敬重的关键”。而这就是工匠
精神最纯真的呈现。

工匠精神在欧洲，是象征着瑞士钟表的品质，以及德国工匠
的严谨与精确，工匠精神之于事业，则是服务第一，其他都
是第二。曾经有这么些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这种坚持：想
必在读的各位都有听过(欧洲东方店的案例)，此案例表明：
成功不在大小。很多企业都在追求做大，做强；很多员工都
在追求只想做“大事”而不想做“小事”。试问：什么是真
正的大，什么是真正的小?小的事业做到极致并一直去追求更
高的极致，这事业就是“大”，就是“强”；我们全方位的.
去考量这个案例的时候，不难发现正是我们在每个小细节上
的到位，才使得顾客得到了到家式贴心服务的感受，我
们“立体的爱”才能与顾客产生“感情链接、心灵互动、价
值分享”。，我们的心灵财富，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也得到
了成长。这不正是我们的所求吗?而工匠精神，教给我们的也
不正是：专注产品、重视积淀、享受过程，这正是工匠精神
与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人精神之间最大的差别。他们身
上或许会少了商人的敏锐，但他们却多了一份对事业的执著。
他们喜欢手中所做的事胜过这些事情给他们带来的钱，他们
更热爱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产品带来的利润。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努力
创造新的管理模式。当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赢利而做的时候，
时刻执行着这种极致的工匠精神，支撑着在追逐梦想的旅程
中稳步迈进。其中很多的道理可能我们都似曾相识，但是：
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并做到才有力量。工匠精神的最大
价值在于：帮助每一个人树立正确的“工作观”。如何树立
正确的工作观?首先我们得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是选对的?还
是选贵的?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连哈姆雷特也会纠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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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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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匠精神的价值在于精益求精，对匠心、精品的坚持和追求，
专业、专注、一丝不苟且孜孜不倦。这就是工匠精神，也是
追求极致的精神。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于世。真正的践行
者，一定是工匠精神的受益者，用修行的价值观代替浮躁功
利的工作观。用一生为代价去做一件事情，那是一种纯粹的
伟大。拥有修行的状态，才会带给一个人无穷的力量，无穷
的热情，无穷的创造力，无穷的热爱，无穷的收获；拥有修
行的状态，才能让你的生命沉淀下来，才能让你拒绝身边无
穷无尽的诱惑，才能抑制你的贪欲，才能让你专注、聚焦，
才能让你把“简单的动作练到极致就是绝招”。我们这个时
代有太多的演讲家，他们步履匆匆、高谈阔论，仿佛一切尽
在掌握，而这个时代所真正缺乏的，就是那些埋头苦干、默
默奉献的企业和人。但正是这样的企业和人，才是我们社会
长远发展的基石。历史是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平凡
而伟大的人，正是这种专心做事的工匠。

一步一脚印，可以走得坚定，走得辽远。愿工匠精神发扬，
让社会少一些浮躁，多一点沉淀。

那么让我们一起开始“真修实行”吧！放下功利心、拾起公
德心、在工作中去提升自己的人格，修炼自己的心性。精细，
严谨的将工作做到极致，反思反省，实务精进。带着“工作
是一种修行”的工作观，每天享受通过努力获得的成长，取
得的成绩，达成的结果。也正是带着修行的心去工作，成为
一个快乐的工匠师。去实现价值、去创造财富、去建造一个
帝国。让社会明白，褪尽铅华，真正珍贵的，是诚意的用心
与对梦想的坚执。



德国人祖孙好几代都会专注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一件产品，
甚至一个永远重复的服务，所以德国东西得到了全世界的认
可和尊重。相对于德国人，我们中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企业
常常一年甚至一个季度就会换好几种工作或是改做好几种产
品，浮躁大于静心，华丽大于务实，徘徊大于从容，中国，
人虽多，但又能如何创造出专注专业永恒的精品?难道我们中
国人不就是最需要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嘛?！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篇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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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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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位日本最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家稻和盛
夫的经典自述，他说，“当你把一个产品完全当做自己的孩
子，满怀爱意、细心观察时，必然就会获得如何解决问题、
如何提高制成率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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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