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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交流团 

访问日程 2016 年 7月 19 日（周二）～7月 26日（周二） 

 

１ 概要 

由中国国家林业局派遣的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交流团一行 34名成员，于 7月 19日至 7月 26日

来访，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 天的访问。（团长：张志刚  中国国家林业局  林业工作站管理总站 建设

处处长） 

   本次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交流团访问了东京都、埼玉县及北海道等地，通过访

问环境省，考察自然观察公园､国立公园，听取有关日本野生动植物保护讲座等活动，加深了与日本

同领域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交流团还参观了世界自然遗产及地方文化、自然等设施，多样的体验

增强了对日本全方位的理解。 

 

２ 日程  

7 月 19日（周二） 

抵达成田国际机场。说明会 

 

7 月 20日（周三） 

参观皇居・二重桥，访问环境省､听取讲座，视察国会议事堂 ，参观东京塔，欢迎会 

 

7 月 21日（周四） 

考察商业设施，听取（公财）日本生态系协会讲座，考察埼玉县自然学习中心､北本自然观察公园 

 

7 月 22日（周五） 

前往北海道钏路，访问钏路湿原野生生物保护中心，考察钏路湿原国立公园 

 

7 月 23日（周六） 

 访问阿寒湖畔环保博物馆中心，考察阿寒国立公园，参观阿寒湖、摩周湖， 

 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7 月 24日（周日） 

参观硫黄山、阿信可星瀑布，访问知床世界遗产中心，考察知床国立公园 

 

7 月 25日（周一） 

参观小清水原生花园、鄂霍次克流冰馆，前往东京，参观台场。欢送报告会 

 

7 月 26日（周二）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浅草寺・仲见世。从成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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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照片 

  

7月 20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7月 20日 访问环境省､听取讲座（东京都） 

  

7月 20日 视察国会议事堂 （东京都） 

7 月 20 日 欢迎会 中原邦之 外务省亚州大洋州

局中国・蒙古第一课地域调整官致欢迎辞 

（东京都） 

  

7月 20日 欢迎会 张志刚团长（左）和江田五月

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右）（东京都） 

7月 21日 听取（公财）日本生态系协会讲座，考

察埼玉县自然学习中心､北本自然观察公园（埼玉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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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 访问钏路湿原野生生物保护中心 

（北海道） 7月 22日 考察钏路湿原国立公园（北海道） 

  

7月 23日 考察阿寒国立公园（北海道） 7月 23日 乘坐阿寒湖游览船（北海道） 

  

7月 23日 参观摩周湖（北海道） 7月 24日 参观硫黄山（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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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4日 参观阿信可星瀑布（北海道） 
7月 24日 访问知床世界遗产中心时团员提问 

（北海道） 

  

 

7月 25日 参观小清水原生花园（北海道） 7月 25日 参观鄂霍次克流冰馆（北海道） 

  

 

7月 25日 参观台场（东京都） 7月 25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发表感想（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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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日 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东京都） 7月 26日 参观浅草寺 团员求签（东京都） 

 

 

４ 团员的感想（节选） 

○ 日本政府在自然公园建设方面卓有成效。特别在国立公园、自然环境保护人员队伍建设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慢，其所需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队伍与发达国家相比，

尚有一定差距。我们将吸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国家之经验，努力加快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 1.国立公园有效而精简的管理方式。多部门能协同合作，共同将国立公园管理的很好。 

2.对全民进行全方面的自然体验教育，使得民众从小能接受深刻的环保理念培养。 

3.科普宣传做的很好，场馆建设实用且节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4.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完备。 

 

○古人云：百闻不如一见。相信我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到访日本之前，对日本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历史

课本与新闻之中。尽管中日两国的确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我一贯认为，日本是文明、友好的国度，

日本人民大多和我一样，希望和平，自由和发展。 

踏上东京的土地，领略北海道的风光，学习不同的文化，增进彼此的友谊。八天七夜的日子里，无数

的喜悦与感动之情时刻伴随我左右。即使自己做好了这样那样的心理准备，仍然被秀丽的风景，独到的文

化，严谨的态度和友善的人们所惊艳。从庄严的国会议事堂，到雄伟的东京塔，到鸟语花香的钏路公园，

再到风和日丽的阿寒湖畔，处处都留下了中日青年共同前进的足迹和浸沐自然的欢声笑语。 

在野生动植物有关专业知识的交流基础之上，更多的是文化、文明的碰撞。我相信，对每一个身临其

境的人来说，本次活动都是不可磨灭的烙印。 

愿我辈能为中日友好尽绵薄之力。May Our Friendship last long。 

 

○ 此次日本之行感受颇多，被日本的自然、文化、科技等方面深深震撼。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专业主题贴合紧密。我们对环境省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国立公园的工作情况有了很深的了解，充

分了解了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政策、工作方法，工作人员也耐心解答我们的各种提问。 

二是日本人做事很严谨。我们的行程安排很细致，时间掌握刚刚好，这些都是工作人员考虑周全的原

因，给我们此次行程很好的感受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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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日本文化丰富多彩，带我们领略了各种饮食文化，体验了传统文化，享受了很好的温泉。通过这次交

流，加深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沟通，也让我们建立了友谊！ 

回到国内，最想和身边的同事分享工作方面专业知识，和朋友分享美景美食，分享此次交流的体会，

一定会建议他们到日本亲自领略一下，才能更好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最后，也借此对给于我们提供帮助的有关单位以及有关领导表达衷心的感谢！ 

 

○ 作为此次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交流团的团员之一，我感到很荣幸能有此机会来到日本，就野生动植物

方面的内容进行交流。此次交流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日方工作人员细致周到的安排，从来日前一

天的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说明会和欢送晚宴，到来到日本之后的日中友好会馆的安排，我都感受到深深的

热情与用心，十分感谢。其次，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北海道三个国家公园内自然生态的保护现状和公园环

境教育宣传的发展程度。像北海道这样自然环境优美又很少被人破坏或很少面临破坏威胁的地方在中国相

对较少，因此日本的现状令我很受震撼，公园内都设有环保宣传教育的设施，其内容的详尽和形式的多样

与精美也让我深深佩服，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日本在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即让其他国家青年通过来日交流了解日本的开放的精神，让我觉

得很受感动。在回国后，我会向同事和亲友讲述在日本的先进发达与社会的井然有序，会向他们介绍日本

在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及其相关工作上的理念和具体措施，让更多人了解一个更真实而丰富的日本。 

 

○  1.日本的环境非常整洁，人民彬彬有礼，在购买物品，等待公交车等时刻会主动排队，秩序井然。无

论是在东京还是北海道，所到之处都非常的干净整洁，没有城乡差别。 

2.日本在进行公园、湿地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注意利用政府、NGO、财团、志愿者等各方面的力

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 

3.举办环境省和地方各部门的联席会议，可以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沟通和协调。同时邀请各领域专家

举行的专家科学会议，可以对相关的科学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 

4.日本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程度非常高，尤其是在北海道，民众生活中的食品、装饰品都有宣传野

生动物的相关内容，动物保护融入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