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优质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一

陈兆海，中共党员，1974年12月出生，1995年毕业于天津航
务技工学校测量试验专业，现为中交一航局三公司测量首席
技能专家，作为测量施工的主要负责人，他是索塔上随叫随
到的“蜘蛛侠”，也是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获得者，更
是创下了靠人工测量方法，将沉箱水下基床标高精度控制在
厘米级的奇迹……一次次挑战、一次次跨越，专业、专心与
专注已经融进他的血液之中，他用执着与坚守、用心与细腻，
一次又一次撰写着中国工程的技艺和传奇。

他执着专注、不忘初心。从“攻克悬索安装”到“高精度测
量”，他不仅精炼了“中国速度”，更创造了“中国精度”。

从我国首座30万吨级矿石码头——大连港30万吨级矿石码头
工程；及我国首座航母船坞——大船重工香炉礁新建船坞工
程；到国内最长船坞——中远大连造船项目1号船坞工程；再
到我国首座双层地锚式悬索桥——星海湾跨海大桥工程，以
及大连湾海底隧道和光明路延伸工程，顺利承建的背后，都
见证了他攻坚克难、精雕细琢、勇于创新和追求极致的匠人
匠心。

一路走来，陈兆海在平凡中创造着非凡，在非凡中演绎着感
动。用工匠精神对待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持之以恒追逐匠梦、
呕心沥血传授技艺，凭着对测量事业的执着与热爱，陈兆海
将一团团永不熄灭的激情火焰点燃在无数的点与线之间，他
所蕴藏的不竭奋斗与赤子情怀弥足珍贵，不仅照亮了自己别



样的人生，也诠释出新时代央企工匠的风采与活力，更托起
了辉煌的中国梦！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二

小顾，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组装工人。

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其组装对精密度要求达到
了“丝”级，在中国，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只有小顾。

成功把“蛟龙”送入海底后，他的新挑战是组装中国首个完
全自主设计制造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

这8位“国宝”级的“大国工匠”，都是奋斗在生产一线的杰
出劳动者，都工作在最普通的岗位上，做的也是最平凡的工
作，他们是当今中国千千万万一线工人中的一员，他们所做
的工作，正是千千万万中国工人每天都在做的工作。

但是他们精湛的技艺和积极探求的精神，令人赞叹不已。

他们虽没有过硬的学历，也没有超人的天赋，但他们用孜孜
不倦的刻苦钻研精神立足本职工作，在本职岗位上将自己的
能力发挥到极致和完美。

即使再小的。细节，他们都会全心专注，全力以赴，即便再
苦再累，付出再多，他们也没有任何怨言。

他们善于从细微处入手，用“螺钉”精神，努力在技工、技
能上寻发展、求突破。

精湛的技术加上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这就是人们常
常称道的“德技双馨”，让人敬畏和感动。

这种执著、坚守、奉献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品质，正是当今时



代的“工匠精神”。

而他们身上所拥有的那种对工作的无限热爱、对事业的执著
专注、对质量的极致追求以及甘心奉献的精神，正是工匠精
神的现实展示，是当今时代工匠精神的完美代言人。

坚守、执着、热爱、奉献。这世界一切美好的形容词用在他
们身上都不违和，正是有着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我们的生活
才会更加美好。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三

临清是明清时期出产贡砖的地方，刘更生曾专程去临清古城
区和旧窑址搜集古砖，但终无所获。孰料机会却找上门来，
与临清相邻的茌平县有几位中医界朋友，因当地筹建金元时
期的历史名医成无己的纪念馆，找到刘更生求教文献典籍相
关事宜。他得知刘更生正在搜集临清贡砖，很快给他送来六块
“仿古建筑专用砖”，范本正是临清贡砖大青砖。作为友情
回报，刘更生专门用一块大砖刻了篆书作品“至人无己”，
赠送给成无己纪念馆。

前不久，刘更生教授的。研究生小张，去齐河考察民国时期
山东名医郝凤章的故居。在老宅的墙底下，捡到一片有些残
缺的青瓦，让刘更生一直爱不释手。他说，郝凤章是民国时
期山东中医界的著名人物，兴办了私立山东国医专科学校，
享誉全国。我省的骨伤科名医梁铁民、针灸名医杜德五都是
他的学生。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废止中
医案”，引起了当时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当时全国中医界推
选了六名代表，到南京抗议请愿，经过多举措抗辩，终于使
此案未获实施。郝凤章就是当时的六名代表之一。这块郝凤
章老宅的青瓦，何其厚重呀！刚过完春节，刘更生就来到工
作室，在这块青瓦上刻下篆书“道在瓦壁”。这四字出自
《庄子·知北游》，揭示了大道无所不在、常处低微的深远
意义。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四

刘丽扎根采油井场近30年，用勤奋与韧劲解决了一个个生产
难题。她带领“刘丽工作室”全体成员，先后实现技术革
新1048项。

用团结与创新培养了一批批石油领域人才，在实干与奋斗中
传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石油精神。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五

近几年听到很多人在提工匠精神，看完《大国工匠》，才体
会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一种在设计上追求独
具匠心、质量上追求精益求精、技艺上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
蕴涵着严谨、耐心、踏实、专注、敬业、创新、拼搏等可贵
品质。这些“工匠”们勤恳敬业、干练稳重、遵守规矩，不
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产品在手中
升华的过程；他们执著、坚守、精进，不断追求极致与完美。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为火箭铸“心”的高凤林，他是
焊接火箭发动机的中国第一人，“0.08毫米，这是火箭燃料
输送管道壁的厚度，焊枪停留在上面不能超过0.01秒，否则
就会焊穿管壁，他将发动机的合格率由29%提高到92%”多么
令人震撼的一组数据，震动着每一个国人的心。

虽然我们是一名老师，接触不到这些精密仪器，但是在平时
的工作中也要以这种精神时刻鞭策自己。第一就是敬业，热
爱我们的教育事业，常怀一颗敬畏之心，因为教书育人容不
得半点差错，同时将这种严谨、专注、拼搏的。精神也传递
给我们的学生。第二就是精业，作为老师，不仅教给学生知
识，更要自己努力学习更多知识，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才能在自己的领域做到精益求精。第三是奉献，作为
一名老师，更要有奉献精神，其实说到奉献，我周围也有很
多默默奉献的同事，如王欣欣老师，她经常很晚了还在班级
里或办公室里忙碌，儿子只能在一旁默默等她完成所有工作



才能回家。其实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在自己的
岗位上默默付出，不求回报，从而赢得学生、家长、同事的
信赖与信服。这些同事是我最好的榜样，我也会像他们学习，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工作，脚踏实地，努力提升自己。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六

固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发动机推进剂燃
面的尺寸和精度直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燃
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难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
完全替代人工。

29年，1万多个日日夜夜，徐立平和他的同事们用心做着一件
事，"给发动机药面进行微整形，按工艺要求用特制刀具对已
经浇注固化好的推进剂药面进行精细修整，以满足导弹飞行
的各种复杂要求。"

徐立平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精准度，"而与精准相比，这个
岗位的高危险性则更令人生畏"，他介绍说，固体燃料的`特
殊性，使得操作人员在整形时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
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
引起燃烧甚至爆炸，几千度的高温，操作人员一丝安全逃生
的机会都没有。

"1987年，我不到19岁，从技校毕业后，在母亲的建议下来到
她曾经工作过的装药整形车间工作，虽然心里做足了准备，
但进厂第一课的点火试验，现场巨大的轰鸣声和腾起的蘑菇
云，还是把我看呆了，没有想到会这么危险"，徐立平回忆道。

这堂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
要规避危险，唯有胆大心细，练好手中这把刀。

由于固体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含有粗糙的颗粒，用刀的力道
很难把握，一刀切下去，药面很难保持平整，一旦切多或者



留下刀痕，药面精度与设计不符，火药就不能按照预定走向
燃烧，导致发动机偏离轨道，甚至爆炸。药面平不平，每次
用刀切多少，都靠技能人员自己判断。为了练好手上功夫，
徐立平就不停地琢磨和练习怎么用力、怎么下刀，比划着切、
削、铲等基本功，揣摩着刀具切削量、切削角度、切削力度，
手臂酸痛还不放下，上岗操作时更是一丝不苟，虚心请教，
一刀一刀地勤学苦练，多年下来练坏了30多把刀具，手却越
来越有感觉，药面整度也越来越高。到后来，用手摸一下，
他就知道如何修整出符合设计要求的药面，经过他整形的产
品保持了100%的合格率。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七

讲起冯新岩的工作，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独步世界的技术名
片——特高压。

在山东，每六盏灯中就有一盏是由“外电入鲁”的电点亮的。
这些电大都是由风能、水能、太阳能等转化来的“绿电”。
电流通过特高压大电网组建的“绿色通道”，经过一座座特
高压变电站，不远万里进入千家万户。冯新岩的主要工作就
是检测超高压、特高压变电站的“心脏”——变压器的健康
状态，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000年10月，泉城济南褪去浓绿的夏装，渲染着金黄。新成
立不久的山东电力超高压公司迎来一批新员工。办理入职手
续的队伍里，冯新岩排在第一个。他年轻的脸庞上难掩兴奋
与喜悦。

冯新岩被分到了电气试验班。那时候，冯新岩白天在现场边
干边学，总是拉着师父王宝利问个不停。王宝利常常半开玩
笑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一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徒弟!”在
做油化试验时，别人做一遍，冯新岩非要做十遍、二十
遍……他不仅要学会，还要学通，弄清楚原理背后的“所以
然”。晚上回到宿舍，他就一头扎进书堆里，常常熬到后半



夜。

入职四年后，冯新岩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获得了前往山东
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继续学习的机会。多年来，他一边实践提
升，一边勤学不怠，他的学历不断“升级”。经过努力，他
不仅获得了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还被母校聘请为校外硕士导
师。

在专业上，他扎根一线担当实干，苦练本领，入职第六年，
他就与团队拿到了全国首届电力行业电气试验技能竞赛团体
第一的好成绩，并被评为“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备赛
期间，由于废寝忘食，他的体重整整掉了十斤。此后，他更
加奋发实干，埋头钻研技术，勤奋磨砺本领，渐渐在专业上
崭露头角。很多大国重器的“疑难杂症”，别人解决不了，
他却能“手到病除”。他“电网神探”的名号渐渐叫响。

2022年，冯新岩从100多万名电网职工中脱颖而出，当选国家
电网公司第一批首席专家。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八

郑志明今年45岁，年纪并不老，但因为技能水平高，是集车、
钳、刨、铣等技能于一身的全能型工匠，大家都亲切地叫
他“郑老师傅”。

1997年，郑志明从职高毕业，进入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
为一名钳工学徒。

学徒时期，他每天早出晚归，在生产一线磨炼技能，日复一
日的刻苦练习让他的钳工技能炉火纯青——手工锉削平面可
将零件尺寸误差控制在0.003毫米以内，手工画线钻孔的位置
误差能控制在0.05毫米以内。



勤奋的郑志明还挤出时间自学了ug三维建模技术，工余时间，
他总会找到企业的工程师请教电机转数、扭矩、机械动力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

郑志明调侃说，觉得自己“有点笨”，“今天学会了，过几
天又忘了，又要去请教，只能反复学。”

理论知识和复合技能的储备，让郑志明对于工艺改进有了全
新的认知。

在一次设备工艺改造中，他发现，公司花大价钱购入的进口
设备看似“高大上”，但实用性却不强。

于是，他瞄准前沿新技术，从机器人编程、控制技术学起，
后来又开始探索机器人设计制造，硬是“啃”下了《机器人
编程》等十几本专业书籍，成了自动化技术领域小有名气
的“土专家”。郑志明带领创新团队展开攻关，最终，他们
研发出的专业设备投入使用后，性能实用性比进口设备更好。

“一个班下来再不会像从前那样腰酸背痛了，咱们自己研发
的设备好使。”工人们纷纷夸赞。看着工人们操控自己参与
研发的设备，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强度降低，优质零部件有
序下线。郑志明在车间凝视许久，这是属于“智慧”工匠独
享的成就时刻。

大国工匠的事迹材料篇九

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各国元首都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国
礼。这个中国的国礼被命名为和美，是放在金盘子里的颜色
明亮的白丝巾。这条白丝巾特别是谁也抓不住。因为这条丝
巾来自有近三千年历史的锻炼技术。

传统的锤子雕刻作品大多是铜器，金银器上的锤子雕刻很少，



被命名为和美的国礼，设计要求是非常美丽的银器锤子雕刻。
更加困难的是，作品所需的纹理不是规范的几何图形，而是
要求呈现纺织品自然柔软的垂下状态，表现纺织品的自然皱
纹，在宽度只有0.1毫米的皱纹中也要刻上图案，表现纺织品
随着光线的移动而产生的明暗变化如何把只有0.6毫米的银片
变成这个国礼？锤子使用的主要工具叫做锤子。古代的锤子
工匠可以用锤子在金属器具上刻出千变万化的浮雕图案。在
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现场，中国技术美术集团锤击师孟剑
峰已经敲击了23年锤击，作为行业名人，他被命令制作这个
国礼。工果你想做好工作，你必须首先利用它的工具。一个
独特的锤子雕刻作品需要设计和创造最合适的锤子。孟剑峰
从古代锤子触摸前辈的智慧，从古代法律探索启示路径。8天
后，孟剑锋终于制作了丝巾图案最难的锤子。

其次，实际面临的锤子对象是厚度只有0.6毫米的银片，比蛋
壳厚一点头发。根据设计图案，在这片薄银片上挖出细微的
经纬线，交错成细致的纺织纹理。在锤子的过程中，如果用
力稍微多一点，把银片敲透的话，整个作品就会放弃工作废
弃。这就是传中不能出现百万分之一的错误。但是孟剑峰做
的，国礼的作品终于完成了，在金色的盘子里，白色柔软的
丝巾自然重叠，收到礼物的人想拿那条丝巾。现在这个锤子
的国礼已经成为行业技术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