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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真知

那些精耕细作的中国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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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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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这个词一下子火了
起来，引发媒体和民众热议。瑞士的手
表、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手工皮具、
日本的智能马桶盖和电饭煲……这些代
表着工匠精神的产品近年来备受国人追
捧，鞭策“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其实，工匠精神不只限于制造业，
在各行各业的工作中，都少不了这种精
神。

工匠精神，是追求完美、精益求
精。为了把 99%提高到 99.99%，不惜花
费大量时间精力。日本“寿司之神”小
野二郎专注寿司近60载，把每一个环节
都做到极致，成为业界传奇。为保证食
材水准，他对供货商要求十分严格，鲔
鱼供货商只供应鲔鱼，虾的供货商只卖
虾；为保证米饭口感，煮饭时要施加巨
大的压力，盖子重到需要两只手抬，上
面再放一大锅水；为了让章鱼肉质变
软、具有香味，至少得花40分钟给章鱼
做按摩。客人在小野家品尝到的不仅是
美食，更是厨师孜孜不倦、力臻完美的
精神。

工匠精神，是严谨认真、一丝不
苟。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这样描述德意
志人民的性格：“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
待一切事物，切切不可容忍半点轻率和
漫不经心的态度。”正是这种严谨认真的
民族性格，让“德国制造”成为品质的
代名词。鲁迅先生曾对日本友人内山完
造说，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

的病，不治好这病就不能救中国，而
日本人的认真态度就是治这种病的灵
药。鲁迅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践行
着毫不马虎的认真精神。萧红在回忆
鲁迅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个细节，“鲁
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
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
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
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对待任何
小事都一丝不苟，这是大师之所以成
为大师的原因。

工匠精神，是爱岗敬业、踏实坚
守。1560 年，瑞士钟表匠布克曾经说
过：“一个钟表匠在不满和愤懑中，要想
圆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 1200道工序，是
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
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 254 个零件，
更是比登天还难。”正如他所说，制表匠
的工作繁琐而枯燥，如果没有高度的耐
心和专业、敬业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
的。几个世纪过去了，瑞士手表一直以
其制作精巧而享誉世界，这背后是一代
代制表匠日复一日的精心打磨、细致雕
琢，是他们在长年枯燥工作中兢兢业业
的坚守。

“ 五 一 ” 国 际 劳 动 节 即 将 到 来 ，
“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而工匠精神正是劳动者最可宝贵的品
质，它就像璀璨的明珠，为日复一日
的朴实工作增添荣光与价值。3 月 29
日，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在京
召 开 ， 李 克 强 总 理 作 出 重 要 批 示 指
出：各行各业要向获奖组织和个人学
习，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
打造更多消费者满意的知名品牌。4 月

24 日，李克强寄语四川雅安芦山
学子：“工匠也可以成为大师！”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的人，必然
会少一些浮躁功利，多一份坚韧执
著，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取得令人尊
敬的成果。而一个推崇工匠精神的
国家和民族，必将赢得持久发展的
强大动力，以昂扬的姿态崛起于世
界民族之林。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中国制造”的规模举世皆知，甚至曾有一位

美国记者萨拉·邦焦尔尼专门做实验，一年不使用
“中国制造”的任何产品，最后根据亲身经历写就
的文章《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引起了巨大
轰动，促成了同名著作的出版。她尝试的最终结
果是，不得不重新开始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

在分析人士看来，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重视
速度而非质量，是发展的常态。改革开放 30多年
来，中国企业几乎从零开始，如今已有106家进入
世界五百强，从严重的供不应求，到如今的产能
过剩，发展速度有目共睹。

然而，发展到今天，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赵萍看来，我
们已经从原来对性能合格的追求，自然发展到追
求完美了。

赵萍告诉本报记者，她认为当下发展工匠精
神，需要做好四点。第一是重视人的因素，要提高劳
动人才的素质，让人们热爱并且尊重自己的事业；
第二是要充分了解市场需求，供给侧需要了解需求
侧想要的是什么东西；第三是必须要创新，要有超
乎他人的技能，借助国内外先进制造业的经验，考
虑产品长期的社会效益，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润效
益；第四是要向内在品质提要求，不能满足于低端
功能，要建立信用体系，要有产品质量的赔偿机制。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早就成为制造业
体量上的大国，但是低层次的产品，不能让我们
成为制造强国。我们目前很多行业既无法满足国
内需求，也无法到国外竞争，这种情况下一定要
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赵萍直言，工
匠精神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确实给中国制造指明
了发展方向。

传帮带，全国人大代表、宁波港集团原董事
长李令红举例说，宁波港有一位水平很高的工程
师，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而在此
前，他的师傅就曾获得这个荣誉称号。师徒二
人，总能解决国内外专家都解决不了的工程难
题，让人信服。

“让中国制造成为响当当的品牌，获得消费者
的信任，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李令红认为。

“科学家脑中产生想法，工程师设计图纸，工
匠制造出产品”，三者缺一不可。去年，国务院正
式印发了 《中国制造 2025》 的通知，明确了从制
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提出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并决定成立国家制造
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曾经，一线劳动者用双手创造出了中国经济
的奇迹，一个“世界工厂”让中国发展成就举世
瞩目。如今，需要一线劳动者秉持工匠精神，让
这个制造大国真正实现向制造强国的蜕变。

工匠精神为劳动者增添荣光
邹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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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说，培育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在中国制造走过多年历程后，工匠精神这个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被认为是一个重大信
号。在许多人，尤其是一线劳动者看来，工匠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气质，是一个大国制造业从
大到强所必须的一种精神。因为“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
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投机取巧，多一些脚踏实地；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专注持久；
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罗民认为。

4 月 28 日，北京国贸三期 B 项目仍在如
火如荼的建设中。不远处的国贸三期，是北
京第一高楼；一城之隔的天津津塔，是华北
第一高楼；南下到广东，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曾是中国第一高楼。这些楼的总工程师，都
是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的周予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予启直言，中国

制造的水平提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对工
匠精神的坚持，则是将“中国品质”提升上
去的关键。他举例说，在建设深圳平安金融
中心时，设计高度是当时的中国第一高楼，
660 米，而支撑这样的高楼，需要一个强大
的基础，直径 8 米的大桩，深入到地下 60
米，国内都找不到合适的机械设备
来打桩。最后经过攻坚克难，打下
了８根这样的桩子。

“工匠精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
传承，我们中建一局做建筑一直都
践行着这种理念，所以才在 2015
年成为中国唯一一家获得‘中国质量奖’的
建筑企业。”周予启表示。

而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巨晓林则以中国高铁为例，认为从十几年前才

开始发展的高铁，能在今天走出国门获得世界
认可，就是因为持之以恒坚持了工匠精神。

“我认为总理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工匠
精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提升产品，稳定
我们自己市场的同时，能够走向世界，可以
与国际上的产品做竞争。”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巨晓林表示。

他还认为，高铁的例子表明，必须
号召每个行业都有工匠精神，都出精
品，才能让我们很好地适应竞争激烈
的国际市场。“工匠精神就是要对自己
的产品或者事业精益求精，一丝一毫
也不能差，不惜一切代价出专业品质
最高的东西。”

而在中国商飞工程师施品芳看
来，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处处对
工匠精神有着要求。从一份设计图纸
到一个个零件，最后到完整的客机，
其中所经历的过程一般人难以想象。

工匠精神，在施品芳这里，有
着非常具象化的表现。打开它的工
具箱，几十把大大小小的刀有序排
放其中，刀头都经过精雕细琢。施
品芳直言，当学徒时，光磨刀就学

了 3 个月个月，，车车、、磨磨、、铣铣、、刨刨、、镗等各个工镗等各个工
序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如今如今，，他带徒弟他带徒弟，，依然依然
秉持着非常秉持着非常高的要求。

正是在工匠精神的指引下正是在工匠精神的指引下，，
从从19711971年追逐飞机梦开始年追逐飞机梦开始，，他们他们
这代人离飞机梦想越来越近这代人离飞机梦想越来越近。。

工匠精神并不是个新词，在德国、日本、瑞
士等发达国家，正是因为工匠的坚持专注，正是
因为对产品完美形态的不断追求，才最终生产出
举世闻名的精品。无论瑞士手表、军刀，还是日
本的家用电器，德国的汽车，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据统计，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
3146 家，德国有 837 家，荷兰有 222 家，法国有
196家。这些长寿企业的出现绝非偶然，工匠精神
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日本，工匠被称作“职人”，而“职人精
神”也贯穿到各行各业。最近几年，大卫·贾柏所
拍摄的纪录片 《寿司之神》 风靡网络，讲的就是
东京银座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寿司店主小野二郎
的故事。这位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大厨，终
其一生都在捏寿司，始终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和
学徒们。

“你必须爱你的工作，千万不要有怨言，你必
须穷尽一生磨练技能。”片中，在小野二郎的店里
做学徒，必须首先学会拧毛巾，直到完全学会了
拧毛巾，才能碰鱼，然后才是用刀。十年之后，
才开始学煎蛋。正是这看上去极其严苛的标准，
才让这家店誉满天下，“米其林指南”为其打了三
颗星，意味着这个餐厅“值得特别安排一趟旅
行”去造访。

在欧洲，德国的学徒传统，确保了这个国家
始终有着最优秀的工匠。作为制造业强国，德国
始终坚持“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小学生
小学 4 年毕业之后进行一次所有人才的“分流”，
许多学生进入通往职业教育方向的中学，最后经
过职业培训后就业，或者进入高等院校——应用
科学大学深造。德国政府还规定，德国企业有义

务提供职业教育的培训岗位，这确保了学生可以
有机会跟着有经验的技师学习一手实用知识和技
术。

与此同时，在德国工程师是非常受尊敬的职
业，也有着不菲的收入，这激励了更多人选择这
样的职业。工匠精神贯穿在大企业和各类中小企
业中，以质量为生命，以质量赢得声誉，不断打
造质量最高的产品，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物美价
廉”。

在瑞士，制表商对每个零件、每道工序、每
块手表都以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精神打造。这个
没有独特资源的国家，如今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
家之一，观察者认为，工匠精神在其中发挥了不
小的作用。对机械表精密度的高要求，几乎使得
瑞士手表霸占了全球市场。据了解，有一些手
表，其中零件可达七八百个，即使是顶级表匠，
一年也只能造出一个。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有过对“工匠精神”
的绝佳比喻。

《庄子》 中记载了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
一个叫丁的厨师给梁惠王宰牛，手所接触的地
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
着的地方，都发出皮骨相离声，刀子刺进去时响
声更大，这些声音都合乎乐曲的节拍。

传说当然只是传说，但这背后对于技术精益
求精的追求，却是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一笔精
神财富。在璀璨的中国文明中，无数巧夺天工的
珍品，正是工匠们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产物。这
样的追求，曾一度在对量的追求和低成本的追求
过程中，被人们忽视过。如今，这精神正在重新
焕发生机。

他山之石

各国如何看待工匠精神？
未来可期

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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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

精益求精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4月8日，施品芳
在加工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 气 密 试 验 接
头。这一个零件他足
足做了两个多小时。

背靠车床，一身
工装。凝神专一，技
近乎道。任何一个工
业时代的故事中，都
少不了工匠的身影。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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