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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中国青年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8年 1月 29日（周一）～2月 2日（周五） 

 

1 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57名成员，于 1月 29日至 2月 2日对日本

进行了为期 5天的访问。（团长：王占起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副秘书长） 

    本次访问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代表团走访了东京、群马等地，访问了行政、

农业相关的自治体、企业及设施，通过与有关人员的交流，加深了对专业领域的理解及与日本青

年和市民的亲近友好。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历史名胜古迹等，通过体验日本文化，切实感受到了

“酷日本”的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全方位的了解。 

 

2 日程  

1月 29日（周一） 

共同：抵达羽田机场，参观皇居二重桥，参加说明会，出席欢迎会 

  

1月 30日（周二） 

共同：前往群马县，体验高崎达磨不倒翁彩绘 

公务员分团：听取群马县厅产业振兴相关讲座并考察群马县产业技术中心 

 大学生村官分团：考察原田农园 

 

1月 31日（周三） 

公务员分团：参观世界文化遗产 富冈制丝厂，考察高崎市高浜清洁中心 

大学生村官分团：听取群马县厅农业振兴相关讲座，考察道驿川场田园广场 

共同：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2月 1日（周四） 

公务员分团：考察株式会社秋叶压铸工业所 

大学生村官分团：参观世界文化遗产 富冈制丝厂 

共同：前往东京都，考察商业设施，出席欢送报告会 

 

2月 2日（周五） 

公务员分团：考察国会议事堂 

大学生村官分团：考察中央防波堤垃圾填埋处置场 

共同：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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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共同〉 

  

1月 29日 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都） 
1 月 29 日 欢迎会上王占起团长表达对访日活

动寄予期待（东京都） 

 
 

1月 30日 体验高崎达磨不倒翁彩绘（群马县） 

1月 31日（公务员分团） 

2月 1日（大学生村官分团）  

参观世界文化遗产 富冈制丝厂（群马县） 

  

2月 1日 欢送报告会上团员代表汇报访日 

成果（东京都） 
2月 2日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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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分团〉 

  

1 月 30 日  听取群马县厅产业振兴相关讲座

并考察群马产业技术中心 

（群马县） 

1月 31日 考察高崎市高浜清洁中心 

（群马县） 

  

2月 1日  考察株式会社秋叶压铸工业所 

（群马县） 
2月 2日  考察国会议事堂（东京都） 

 

＜大学生村官分团＞ 

  

1 月 30 日 考察原田农园（群马县） 
1 月 31 日 听取群马县厅农业振兴相关讲座

（群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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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0日 考察道驿川场田园广场 

（群马县） 

2月 2日 考察中央防波堤垃圾填埋处置场 

（东京都） 

 

 

4 团员感想（摘选） 
 

＜公务员分团＞ 

〇  印象最深的事情: 

    在日本，很难看到垃圾桶，找到一个垃圾桶很费劲，不象国内垃圾桶随处可见。刚来第一天

觉得很不方便很不习惯。而且，所到之处，不管是在企业里还是在工厂里还是在酒店里，感觉日

本人的垃圾分类意识很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这点与国内的观点不一样，国内很多人觉得

垃圾是无用无价值的东西，但在日本人的眼里垃圾是“金库”，是可以变废为宝的宝藏，通过严

格的分类，许多垃圾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有的可以循环利用，还可以从废弃的家电里提取稀

有金属，当然这需要先进的技术才能效益最大化的提取。其实，不设垃圾桶恰恰是日本人环保意

识观念强的具体表现，没有垃圾桶更懂得珍惜，就不会胡乱扔掉东西。若有垃圾桶，大家就会随

便丢垃圾，且也不美观。 

    回国后向周围传达的信息是: 

    日本人对于环保和节约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在外面吃完零食，垃圾会放在包包内带回家集

中处理。日本的小孩从小就教育要有环保的意识并知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甚至比大人都做得好！ 

 

〇  印象最深的是参观了日本的中小企业及产业技术中心。中小企业是日本产业界的中流砥柱，

也是日本保持创新的重要力量。一个小小的压铸工场，都能精益求精，将产品零件不断完善，可

以说每个中小企业都在整个日本国家的发展中发挥了“螺丝钉”的作用。他们和大企业相比，虽

然在资金面劣势明显，但在技术创新上脚踏实地，对维持日本“制造强国”的地位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并且，日本政府的创新激励机制也帮助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创新。日本政府在各地成立了专

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配套产业技术援助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经营等全方位服务。这种做

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〇  1.城市规划､设计中有很多人性化的东西，比如:玻璃窗上的红色三角指示､电梯里的盲人贴

纸､步行道上的黄色反光警示条等。体现出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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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环保的重视和知识普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爱护环境已经溶入每个国民的习惯中。 

      3.对礼节礼貌的重视和随时践行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国民素养很高，给人留下文明､知礼

的深刻印象。 

回国后，我想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亲自到日本看看。 

 

〇  在群马县参观秋叶工业所的时候，听到总经理介绍说与中国还没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但在

越南和泰国有工厂。希望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在我的家乡建工厂，希望促进我的家乡与群马县在产

业方面的交流，我将发挥桥梁作用。 

 

〇  此次有机会访问日本并与日本社会各界沟通和交流，深感日本在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

战略考量和细致工作举措。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垃圾减量及分类

和回收等方面的理念和实践路径值得我们学习和应用。 

 

〇  印象最深的事情:在群马县体验达摩不倒翁彩绘 

    一直在彩绘不倒翁的老爷爷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匠人精神。在国内一直听到匠人这个词，知

道日本制造业流传的匠人精神，但没有切身体会。在我们访问的时候，老爷爷认真为我们讲解，

随后让我们自己画，便认真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十分忘我。老爷爷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做的好不

好，而是你在认真做。我对老爷爷这句话感受很深，我想日本的匠人都是用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

的工作和制造的东西吧。这也是回国之后我想向周围朋友传达的。 

 

＜大学生村官分团＞ 

〇  1.日本农业发展已到达世界先进水平，其精细化、科技化、规模化已达到一定程度，其发展

贯穿着历史文化、民俗民约等因素，使农业发展更具有人情味。 

    2.日本政府各层对农业发展尽职尽责，各司其职，相互支持帮助，共同促进农业发展。 

3.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出台各类政策进行应对。对于技术传承和发展问题，不断想办

法进行解决。 

    4.日本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使传统文化更具有历史、人文气息。 

  5.日本服务类行业周到详细，礼仪周到，做到日程完美周到，让我们在短时间对日本历史、

文化、科技、农业等领域有了初步了解。 

    6.日本农业企业、农协、农民责任心、法制意识强，生产无需 QS 认证，产品让社会各界人

士放心。通过五日友好访问，加深了我对日本的了解，日本是个很有魅力的国家，期待再

次来日。 

 

〇  在这次访日期间，学习了日本对于乡村振兴所提出的“六次产业化”战略。同时也学习到了

在“六次产业化”的进程推动上的一些有效做法和措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回到

农村。感触良多。因为这些问题同样是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日本的一些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借鉴和

效仿。对于川场村的田园农场我本人是十分敬佩的。对于中国处于山区的那些风景秀丽的村庄来

说，这种模式无疑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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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日本群马县川场村确立的发展“农业+观光业”的基本策略，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随着城乡

交流的深入，其目的由“乡村服务城市”渐渐向“城乡互助，共建乡村”转变，使川场村得以长

期良性发展。此外，在文化建设方面，川场村非常重视自身文化的挖掘，将农业与农产品本身打

造成了川场村的文化名片，这些战略性的策略调整，创新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〇  通过这次访问，我了解了日本农村的现状，农村年青劳力的流失是与中国农村面临的相同问

题。目前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让人担忧。中国有大学生村官政策，把优秀大学生下放到基层

农村，而日本没有相关政策。日本的现在人很注重环保意识。可谓从心底就有这种意识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从每件小事做起。 

 

〇  印象最深的事情： 

    1.街道马路十分干净整洁，没有果皮、纸屑等垃圾。 

    2.大家都很守时，非遗传承人技艺高超。 

    3.富冈制丝厂 3D眼镜参观体验很逼真。 

  4.日本人很热情好客，思维也敏捷。 

打算传达的信息： 

    1.环境卫生做课很好。 

    2.守时观念强。 

    3.科学技术要不断创新。 

    4.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中日友好交流。 

 

〇  对日本的农业工业化程度感到震撼，对日本各种水果蔬菜的品质更是感到惊叹，最为印象深

刻的是各个农户会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