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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2016年第二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6年 11月 6日（周日）～11月 13日（周日） 

 

1 概要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派遣的 2016年第二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94名成员，于 11

月 6日至 11月 13日来访，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文友华 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舆

情信息局 副局长） 

    本次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代表团访问了东京都、新潟县、青森县、冈山县等地。

各分团（「企业（第 1分团）」「教育（第 2分团）」「城市建设（第 3分团）」）围绕主题，分别考察了相

关企业、团体及设施，并进行了媒体访问、街头采访、讲座及考察活动。通过参观各地方城市、历史

建筑及体验日式温泉等多样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  

 

2 日程 

11月 6日（周日） 

抵达羽田国际机场，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塔，说明会 

 

11月 7日（周一） 

第 1分团：访问日本经济新闻社，参观 NHK演播公园 

第 2分团：访问文京区立千驮木幼儿园，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第 3分团：参观台场海滨公园，访问毎日新闻社 

参观浅草寺、仲见世，欢迎会 

 

11月 8日（周二） 

第 1分团：进行街头采访（神乐坂大街），参观印刷博物馆，考察商业设施 

第 2分团：访问日本电视台放送网，访问 KidZania东京，参观台场海滨公园 

第 3分团：听取东京都政府讲座，访问森大厦株式会社 

 

11月 9日（周三） 

第 1分团：前往新潟县，参观生动报纸馆、弥彦神社、宝山酒造 

第 2分团：前往青森县，听取青森县教育委员会讲座，参观佞武多之家 WA-RASSE， 

            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第 3分团：前往冈山县，进行街头采访（仓敷美观地区），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11月 10日（周四） 

第 1分团：访问株式会社玉川堂、燕市研磨一番馆、藤次郎株式会社，听取燕市观光协会讲座， 

            参观弥彦公园红叶谷,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第 2分团：进行街头采访（青森站周围），访问东奥日报社 

第 3分团：真庭市生物质考察 

 

11月 11日（周五） 

第 1分团：访问新潟日报社，参观北方文化博物馆，乘坐阿贺野川游览船 

第 2分团：参观青森县立美术馆，访问青森县立百石高中，参观八食中心（农贸市场） 

第 3分团：参观冈山后乐园、冈山城、吉备津神社，访问山阳新闻社、电视台濑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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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日（周六） 

第 1分团：访问三越日本桥本店，参观台场海滨公园 

第 2分团：考察商业设施 

第 3分团：考察商业设施，参观国立科学博物馆 

前往东京都，欢送报告会 

 

11月 13日（周日） 

第 1・3分团：参观松下中心东京 

 第 2分团：参观滨离宮恩赐庭园 

参观江戸东京博物馆，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3  照片 

 

 

＜第1分团＞ 

  

11月 7日 访问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都) 11月 8日 参观印刷博物馆(东京都) 

＜全团＞ 

  
11月 7日 欢迎会 文友华团长致辞(东京都) 11月 12日 欢送报告会 团员发表访日感想(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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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9日 参观生动报纸馆(新潟县) 11月 9日 参观宝山酒造(新潟县) 

  
11月 10日 访问株式会社玉川堂(新潟县) 11月 10日 访问藤次郎株式会社(新潟县) 

  
11月 10日 听取燕市观光協会讲座(新潟县) 11月 10日 参观弥彦公园红叶谷（新潟县） 

  
11月 11日 访问新潟日报社(新潟县) 11月 12日 访问三越日本桥本店(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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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分团＞ 

  
11月 7日 访问文京区立千驮木幼儿园(东京都) 11月 7日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都) 

  

11月 8日 访问日本电视台放送网(东京都) 11月 8日 访问 KidZania东京(东京都) 

  
11月 9日 听取青森县教育委员会讲座(青森县) 11月 9日 参观佞武多之家 WA-RASSE（青森县） 

  
11月 10日 进行街头采访：青森站周围(青森县) 11月 10日 访问东奥日报社(青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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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 参观青森县立美术馆(青森县) 11月 11日 访问青森县立百石高中(青森县) 

 

＜第3分团＞ 

  
11月 7日 访问毎日新闻社(东京都) 11月 8日 听取东京都政府讲座(东京都) 

  
11月 8日 访问森大厦株式会社(东京都) 11月 9日 进行街头采访：仓敷美观地区(冈山县) 

  
11月 10日 真庭市生物质考察 

 参观月田木材库存区(冈山县) 
11月 11日 参观冈山后乐园(冈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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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 访问山阳新闻社(冈山县) 11月 11日 访问电视台濑户内(冈山县) 

  
11月 13日 参观江戸东京博物馆(东京都) 11月 13日 参观松下中心东京(东京都) 

 
4 团员感想（摘选） 

【第 1分团】 

○  日本的新闻产业令人印象深刻，我在参观日本经济新闻社、NHK、新潟日报社等媒体期间，感受到日本同

仁的一丝不苟、对待工作视若生命。与中国媒体相比，日本媒体受网络的冲击更小，它们也更专注于新闻报

道本身，致力于为国民提供更鲜活、准确的新闻。尤其在参观报社期间，我也注意到报社与读者之间的良好

互动。正如中国常说的“内容为王”，今后我也希望能借鉴日本媒体经验，在中国做更好的新闻。 

    日本的制造产业举世闻名，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究日本制造产业的成功之道。在玉川堂，锤起铜

器匠人的坚守令人佩服之至，15 年的学习，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匠人。200 年的时光、数代人的传承、对

细节的钻研等等，都让我难以忘怀。专心致至的精神，同样也反映在藤次郎株式会社，匠人们在车间中按照

各自分工辛勤劳动，企业相关负责人很自信的表示：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类似的话语在访日期间经常听

到。自信、专注、坚守，这是我认为的日本制造产业成功之道。 

    此外，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日本国民爱护环境的意识。他们注意每一处细节，尽最大可能的保护

环境、节约资源，让这个国家流畅运转，让每一个地方都赏心悦目。酷日本，值得我今后去花更多时间研究。

同时，我也希望回国之后，向家人、朋友推介这样一个“酷日本”，并期待自己与家人、朋友，多到日本参

观、学习。 

    借此机会，向日中友好会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诚挚邀请日本友人到中国参观、旅游，增进彼此了

解，希望两国世代友好。 

 

○  日本媒体非常敬业和专注。而且在公众形象推广和普及知识上做的非常好，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不

光是技术细节，更是情怀与诚意。 

    另外，做为一名网媒从业者和曾经的报纸编辑，此次交流让我惊讶于日本读者对于报纸的执着。日本经

济新闻等全国大报有数百万份不奇怪，但是新潟日报这样的地方报纸等发行近五十万份，而县民才两百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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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样的征订比例，在中国的从业者看来是惊奇的。 

    很想说一句，有这样的读者群体，日本的同行很幸福啊! 

 

○  此次八天的短短访问，让我看到了书本之外的不曾了解的日本。印象最深的是在神乐坂的街头采访，及

在玉川堂的访问。在神乐坂的街头采访中，我们走进了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日本传统手工艺店。通过对店员近

半小时的采访，我深深感受到日本传统手工艺者对于自身产品的高度自信，感受到他们所拥有的开放与包容

的精神，感受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跃然信念。在新潟县燕市，我们造访了日本著名的“锤起铜

器”制造者玉川堂。让我感到震撼与难忘的是，尽管这是一个仅有二十余名工人的“小作坊”，却打造出了

闻名世界的铜器，并使之成为日本的“人间国宝”。作坊里每一位师傅对于技艺的专注深深打动了我。这种

专注不仅是一时的，而是十年、几十年。多年的敲敲打打方能铸就一个小小作坊的传世名声。这让人不得不

感叹日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多么用尽心思。在如今中国也在强调“工匠精神”的年代里，我们需

要向日本学习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经验。 

    “酷日本”，感动、惊喜与难忘! 

 

○  这次访问，感受最深的还是日本百姓对生活的认真与坚持，特别是街头采访百年老字号店铺，通过对一

家店铺店主开业对自己产品的摆设和陈列，那种认真、细致让人感动，也感受到了一位 70岁的老人对自己这

份工作的热爱。 

    享受工作，快乐生活，这也许就是每一个人的追求，还有日本的风景和民俗也值得推荐。 

 

【第 2分团】 

○  1.专业领域：这次活动中我们分别对日本电视放送网和东奥日报社的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

传统媒体领域与在中国所受到的冲击相似，在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中，中日媒体所面临的问题相似，

但是对于东奥日报社的交流过程中，作为电视工作者，我也收获了一些心得，让受众成为自媒体的方式，不

仅提高了受众参与度，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报道内容的趣味性。东奥日报让孩子们参与进来也培养了一批潜

在的阅读人群，这种模式让传统纸媒的发展走上了更加长远的道路。 

    2.活动主题：就二分团的教育主题，我们分别与文京区立千驮木幼儿园和青森县立百石高中进行了交流

学习，发现日本的教育更加注重身心的发展、精神的培养，贯穿了教育的始终，同时在学校中开展了关于家

乡的活动内容，让学生以家乡为荣，珍惜身边的一切，这是非常可贵的。 

 

○  来日本前，对这里的印象是整洁有序，对日本人的印象是彬彬有礼、工作敬业。到日本后参观了东京的

幼儿园、KidZania东京以及本州岛最北部青森县教育委员会和职业高中，从教育的角度找到了原因。在日本，

一个孩子不仅是家庭成员，更是社会的一员。从幼儿园起，甚至是在平常的休闲游乐中，都在培养孩子发现

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了解他人的特点和优点，并且知道社会上的每一项工作所需要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日

本的学生了解自己，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很清晰，同时在初中、高中的教育中，学校专门有

对工作技能、人际关系的指导，让他们时时刻刻有为社会，为大众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的意识。有清晰的

自我定位，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进而有了持久的行动力和追求精致完美的社会心态，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

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并且为之自豪。 

    此外，在青森县立百石高中参观时，我有幸为高三年级的学生现场用中文诵读杜甫《绝句》，同学们热烈

鼓掌，表达了对我的尊重。这七天在日本的交流访问，更加深了对日本孩子、民众的了解。 

 

○  在考察中感受深刻的一点是日本相当注重职业意识的培养。我们所到的幼儿园、儿童体验馆和高中处处

都有针对职业意识进行专门教育的环节。在 KidZania东京里面根据不同职业的工作性质，专门设置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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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景，包括消防员、医生、导游和售卖比萨的小摊。儿童通过职业扮演来体验父母或者他人工作的意义、

价值，在体验的过程中养成职业意识。 

    在我们参观的县立高等学校里面，从事职业学习的学习都有通过课程、社团活动或到企业实习来学习工

作上需要注意的礼仪礼节。通过对这种多元的礼仪教育，让我们了解在全球化、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日本

人还能保持传统礼仪的原因。 

    另外一个深刻感受是日本人很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家乡自豪感。这种培养是潜移默化，渗透到每个环节去

的。到达青森县的时候，我们听取了县教育厅工作人员的介绍，当地学校主要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所具有的

特色和优势，这种学习落实形式不仅局限于课本，更多的在学生生活和工作环节推进。学生到那里，就感受

到那里。但是核心都是通过教育来加强学生爱家乡，积极为家乡做贡献的意识，从而自觉投身家乡发展建设

中去。 

 

○  东京大街上干干净净，车辆都不多；每个人都非常谦虚有礼。这是我来到日本后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

随着访问交流的日渐深入，我们先后去了幼儿园、电视台、报社、高中及其它诸多地方和景点，对日本的了

解也变得更加深入。 

    我来自中国，每到一处不免会在心中比较两国。就媒体而言，日本媒体工作者的敬业精神让我钦佩。如

日本的时政记者每天工作的时间长达 16个小时以上，在青森县立百石高中，东奥日报社的记者一直在现场采

访。同时我也了解到日本人在对新媒体的态度上更显保守，大家更喜欢通过电视、报纸来了解新闻，不像中

国人现在越来越依靠手机。 

    在青森县期间，我们分组开展了街头采访，了解日本人眼中自己国家的魅力。一位在新鲜市场开海产铺

的老人说；日本的魅力在于四季分明、物产丰富。一位正在书店看书的年轻女士认为，日本的魅力在于风景

秀丽、冬天雪景很漂亮，而且每个人谦虚有礼。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每个日本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荣。 

    回到中国后，我想我会把我见到的以上这些以及那些深深印入脑海的美丽景色，与我的朋友们分享。 

 

○  首先非常羡慕日本传统媒体的生存环境。不知本人所处媒体发展过快还是太脆弱，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

冲击愈演愈烈。受此冲击和市场经济环境影响，国内媒体广告经营出现断崖式下滑，而日本电视台的广告收

入却逆势上扬每年递增，通过简单了解得知，日本电视台主要创收依然来自广告非常惊讶，要知道国内媒体

经营转型绞尽脑汁发展线下产业弥补创收不足，而为日本电视台广告收入提供有力支撑的依然是 “万恶”的

收视率。何以与 NHK 抗衡依然是公信力，做权威的新闻发布平台，遵照日本人严谨的态度 “发声”，相反，

受种种因素制约国内媒体公信力逐渐消损。 

东奥日报社新媒体运营模式值得学习，比如 1.订报可以免费阅读手机推追新闻。2.重要新闻网站同步播

出。3.记者手机视频新闻与其它媒体分享。 

 

【第 3分团】 

○  在此次访问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人的认真。在真庭市采访的过程中，日方的工作人员全程

耐心地讲解，没有丝毫倦怠。在仓敷美观地区进行街头访问时，Ivy 的工作人员面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都尽量

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解答，当他无法解释清楚，他没有简单地告诉我们“回答不了”，而是帮我们询问他们企

业的负责人，尽其所能帮我们找到答案。当我们在冈山市 AEON中购物时，商场的服务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用她的手机中的翻译软件，帮我们介绍商品，在结帐时，她们愿意花上十来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将商品包装成

礼物。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想，当一个民族的所有人民都能保持一种认真专注的态度，那么这个民族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将是无比巨大的。 

    回国后，我想告诉我身边的人，虽然中日两国曾经历过几十年的战争，在很多问题上的意见还有很大不

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民身上的一些精神和素质，值得中国人民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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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古建筑方面的保护不遗余力，为了避免过度商业化减弱历史氛围，最大限度保护古建筑，日本出

台了诸多法律法规来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日本各地还通过了各种保护历史性景观的特别条例。相关法

律的严密规定可以让各珍贵的历史性景观得以留存。文化遗产在日本被称为 “文化财”，日本是将文化遗产

当作财富来看待的。但是这并非是将文化遗产作为摇钱树，只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其更重要的是保护遗产

的文化内涵，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在日本各地采访，当地居民介绍起本地的文化遗产，都如数家珍，充满

自豪。可以说，正是这种热爱乡土的感情，极大的增进了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  ①秩序感非常好。东京人口密集，但路面交通状况非常好。司机开车很有素质，道路虽窄，但所经道路

从未拥堵严重。礼让行人也是一大亮点。 

②环保，难以想像的细致。垃圾回收，细致到塑料瓶，标签、瓶身、瓶盖分类。 

③这里的人们非常善良、勤劳、好客。遇到的所有日方人士，包括媒体人、酒店工作人员、超市营业员、

地铁工作人员、普通路人，都给了我不同程度的帮助，让人感觉温馨、温暖。 

④文物保护十分好。东京都，每一处有年代的文物均有登记，保护，而且一以贯之，做得非常有成效。

对景观的保护、对公园的营造，保护了传统，舒适了人们的生活，做法非常值得肯定。 

⑤这里的街道非常干净整治，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冈山，仓敷、真庭均能看到整洁的街道，湛蓝的天空，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⑥禁烟做法值得借鉴。大街上，从未见过有人抽烟。禁烟不只在禁也表现在疏，各个地方均设有吸烟室，

既满足了烟民的需求，也照顾到了普通人。 

⑦城市建设做法值得学习。无论是基建，还是遍布地下网络的地铁，地下管廊的发展，都体现了一个经

济发达国家的水平。 

⑧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在工作。 

 

○  ①日本传统媒体的社会认可度高，是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 

    ②新媒体冲击造成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相当于中国的五年前，而且人们对新媒体的使用主要集中于社交，

而非新闻传播。 

    ③报道环境较宽松，媒体的空间很大，版权保护很好，中国都是传统媒体信息原料让新媒体使用，日本

传统媒体有会员制，中国只有部分，这一点中国该学习，该思考在 “免费”环境中该如何转型。 

 

○  做为一名报社的记者，在日本的参观让我对纸媒未来的发展有了许多的信心。特别是对于记者文稿的版

权意识以及对读者读报的培养意识非常的注重，虽然有新媒体的冲突，但是纸媒还会有许多新媒不能拥有的

优势，同是也让我对媒体同行们的敬业精神感到十分的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