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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 

第三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 

访问日程 2017年 2月 19日（周日）～2月 26日（周日） 

 

1 概要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派遣的第三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一行 95名成员，于 2月

19日至 2月 26日来访，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8天的访问。（团长：钟声 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离

退休干部局 局长） 

    本次活动作为「JENESYS2.0」计划的一环，代表团访问了东京都、鹿儿岛县、长野县、福冈

县等地。各分团围绕主题（「文化（第 1分团）」「医疗（第 2分团）」「地方振兴（第 3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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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19 日（周日） 

抵达羽田国际机场，说明会 

第 1分团：参观浅草寺、仲见世 

第 2・3分团：参观皇居二重桥、东京塔 

2月 20 日（周一） 

第 1 分团：参观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 

第 2 分团：参观小石川后乐园，访问读卖新闻东京总部 

第 3分团：访问株式会社朝日新闻社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欢迎会 

2月 21 日（周二） 

第 1 分团：体验茶道，听取有关日本人待客文化的讲座，访问日本放送协会，参观东京塔 

第 2分团：进行街头采访（巢鸭地藏通商店街），参观浅草寺、仲见世，访问考察圣路加国际医院 

第 3分团：参观滨离宫恩赐庭园，前往福冈县，访问岩屋绿色观光研究会 

2月 22 日（周三） 

第 1分团：前往鹿儿岛县，考察出水市武士住宅群落、仙鹤栖息地，出水市农家寄宿 

第 2分团：前往长野县，参观善光寺，访问信越放送株式会社 

第 3 分团：访问岩屋绿色观光研究会，听取福冈县政府讲座，参观博多町家乡馆 

2月 23 日（周四） 

第 1 分团：出水市农家寄宿，参观城山公园展望台，体验制作寿司，访问株式会社南日本新闻社 

第 2 分团：参观松本城，听取松本市政府讲座，访问考察相泽医院，伊那市农家寄宿 

第 3分团：访问株式会社西日本新闻社，访问 Love FM 国际放送株式会社，进行街头采访（天神 

          车站附近） 

2月 24 日（周五） 

第 1分团：听取鹿儿岛县政府讲座，进行街头采访（天文馆商店街），参观仙巌园 

第 2分团：伊那市农家寄宿，听取伊那市政府讲座，体验制作钟表，参观诹访大社 

第 3分团：参观九州国立博物馆、太宰府天满宫，访问福太郎株式会社添田町工厂 

入住日式温泉旅馆体验日本文化 

2月 25 日（周六） 

前往东京都，考察商业设施，参观台场海滨公园，欢送报告会 

2月 26 日（周日）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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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照片 

＜全团＞ 

  

2 月 20 日 欢迎会 钟声团长致辞(东京都) 
2 月 25 日 欢送报告会 团员发表访日感想 

(东京都) 

 

 

 

＜第 1 分团＞ 

  

2 月 21 日 体验茶道，听取有关日本人待客文

化的讲座(东京都) 
2 月 21 日 访问日本放送协会（东京都） 

  

2 月 22 日 考察出水市武士住宅群落 

（鹿儿岛县） 
2 月 22 日 考察仙鹤栖息地（鹿儿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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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 出水市农家寄宿（鹿儿岛县） 
2 月 23 日  访问株式会社南日本新闻社 

（鹿儿岛县） 

  

2 月 24 日 鹿儿岛县政府讲座（鹿儿岛县） 2 月 24 日  参观仙巌园（鹿儿岛县） 

 

 

 

＜第 2分团＞ 

  

2 月 20 日 访问读卖新闻东京总部(东京都) 
2 月 21 日 街头采访（巢鸭地藏通商店街）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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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 访问考察圣路加国际医院(东京都) 2 月 22 日 参观善光寺（长野县） 

  

2 月 22 日 访问信越放送株式会社（长野县） 2 月 23 日 松本市政府讲座（长野县） 

  

2 月 23 日 访问考察相泽医院（长野县） 2 月 24 日 伊那市农家寄宿（长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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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 伊那市政府讲座（长野县） 2 月 24 日 体验制作钟表（长野县） 

 

 

 

＜第 3分团＞ 

  

2 月 20 日 访问株式会社朝日新闻社(东京都) 2 月 21 日 访问岩屋绿色观光研究会(福冈县) 

  

2 月 22 日 福冈县政府讲座（福冈县） 
2 月 23 日 访问株式会社西日本新闻社 

（福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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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 访问 Love FM 国际放送株式会社 

（福冈县） 

2 月 23 日 进行街头采访（天神车站附近） 

（福冈县） 

  

2 月 24 日 参观太宰府天满宫（福冈县） 
2 月 24 日  访问考察福太郎株式会社添田町工

厂(福冈县） 

 

 
4 团员感想（摘选） 

【第 1分团】 

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参加的是文化分团的活动。无论是日本的茶道文化、温泉文化、饮食文化，

还是鹿儿岛当地的武士文化烧酒文化等，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尤其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日本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重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学习茶道，很多家庭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饮食方

式。在鹿儿岛很多年轻人即便在东京读了大学，也愿意回到家乡，传承家族的事业，于政府而言，在保

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设立博物馆，投入许多资金，并鼓励更多民众参与其中。一些起

源于中国的文化，在日本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媒体方面和中国相比，日本的传统媒体虽然也遇到新媒体的冲击，但也许和日本人热爱读报纸的程

度有关，这样的冲击程度不及中国。但日本的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来源已经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了网络。不

可否认，这种冲击在未来仍将进一步加大。当中国的传统媒体在不断尝试各种转型、融合之时，日本媒

体的转型步伐似乎不那么积极。个人认为日本媒体扔应提前布局、以应时将来的媒体转型。 

此外，日本对未来，对环境的关注也让人感动。在日本有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有十分美丽的蓝天和大

海。在科学未来馆，科技、环保的理念正在逐渐传递给每一个日本孩子和每一个国民。 

 

〇日本农村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建设及村民的生活条件水平令人惊叹。农村道路建设、学校建设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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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街道规划等，与城市几乎无差距。农村家庭生活条件同样与城市没有差距，甚至比城市更好。在日本

农村，人们的幸福感很强，这里完全可以实现中国人梦想中“农妇·灵泉·有点田”般田园牧歌的美好

生活。这其实充分说明，日本是一个相当公平、公正的国家，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可以享

受到几乎无差别的公共服务，都可以达到相当的经济水平，贫富差距不大，社会自然就会稳定、和谐，

人们就能安居乐业。这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如何促进社会公平？ 如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回国后，会考虑推荐朋友来日本农村体验这种田园生活与良好公共服务，家庭生活条件相结合的生

活。同时也想进一步了解日本是通过哪些政策措施打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〇八天时间转瞬即逝，相信这将成为我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回想这几天，日本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

回忆。“说不出到底哪里好，但就是认真的让你无法拒绝难以忘怀”。这是我回想几天想到的第一句话。 

认真贯穿在日本人的方方面面。 

从机场坐上大巴，我们每人手中拿到了一份手册，手册中详细说明了每天的日程安排、活动介绍、

注意事项，这是我见到的做的最好最全面的手册，棒棒哒！在参观三鹰之森吉卜力美术馆时，一段十分

钟的动画短片，背后却是众多大师携手完成，团结合作总会爆发的惊人的力量，更何况每个都十分认真

的完成，能量更是无法想像，学习！日本的茶文化来源于中国, 但经过不断的发展，茶道礼仪也成为了

一种文化。不过是一口喝的，却要经过复杂多道程序。同样，日本人的早餐，不过是一顿简单的饭，却

有各种食材和餐具。这让我想到在学习参观 NHK时，有人提问招聘的条件，第一个是有认真的态度和你

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决心。无论是茶道和早餐，亦或是招聘条件，认真对待的态度总是最为重要，因为

这才是你做好一件事的前提。参观鹿儿岛仙严园，这座极具特色的中国风庭院时，总会恍然感觉身在中

国，但这种日中一衣带水的关系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在日本看不到不化妆的女人、没有垃圾筒、永远很干净的厕所、永远很守时的出发，都是认真精神

的体现。我愿把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告诉身边更多的朋友！ 

 

○虽然已是第二次到访日本，但本次旅程却让我有了意外且珍贵的收获，将成为我一生的财富。 

与普通的出游不同，本次出访我所在的第一分团确定了“文化”、这令人神往的主题，并结合“媒体人

团”这一显著特点安排了中日两国媒体的交流。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项活动就是在鹿儿岛当地寄宿家庭的生活经历。短短一天的时间里，我

们与所在家庭的老人们同吃、同睡、同劳动，真实地触摸到了日本大众日常生活的方式。了解到他们对

于生活的态度与习惯与中国人的区别，确实让人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 

    此外，在日期间，我与一分团一起共同拜访了日本放送协会、即日本放送协会和南日本新闻社这两

个特点鲜明的当地媒体。学习到他们对于新闻报道的严谨与理性，也深刻的感受到日本与中国面临的不

同媒体环境，指导着我今后在涉日报道时，做得更加有针对性、贴近实际。 

    总之，本次活动令我获益良多，是一场十分美好的回忆。 

  

〇来日本，听说一个成语“南船北马”。在中国同样有这个成语，意思是人各有所长，要互相学习。中

日之间有冲突、有分歧，但我们应该共同改善、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来日本两个方面我感受颇深：第一，日本民众对于工作的态度堪称典范、专注、认真、专业、敬业

是最基础的，并在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上要求完美。接待我们的日方工作人员、参观访问的媒体工作人员，

在每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了这样的优良品质。推而广之，到每一个日本国民身上，就是我感受颇深的第二

点：国民素质高，社会制序的令人敬佩，从小处着眼，不论是大都市还是小乡村，我没有看到一个乱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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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的人，没有一个人在禁烟的地点抽烟，每一个接触过的人脸上带着笑容。这是一个民族优良品质的

宝贵积淀，是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样国民，这样素质的支撑下，我看到了一个科技进步、文化繁荣、充满生机的国家。虽然生活

中是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虽然日本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青年一代有更多的

交流、更深的了解，为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共同努力。 

 

【第 2分团】 

〇60岁以上的老人都非常有活力。 

在日本，我见到很多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一开始我觉得非常惊讶，他们怎么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工作，

他们中有随行的司机、有街头采访的私营业主、有寄宿家庭的奶奶，我逐渐了解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几点非常重要。 

1) 良好的心态。以我在巢鸭街头采访的老人为例，她是一位 66岁的服装店老板娘，每周她只是休

息一天，但她认为工作并不是她的负担，她很喜欢。而且，除了工作，她也有自己的爱好、唱歌。这样

她每天都过得很快乐，所谓“笑一笑，十年少”。她也就看起来非常年轻了。 

2) 医疗的保障。日本政府投入的财政，给公民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每个人看病、体检，自己负担

费用不多，也就减去了很多后顾之忧。根据公民的体检内容，政府以及医疗机构还会给予积极的建议及

措施，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帮助了大家维持身体健康。 

3) 护理意识完善。以相泽医院为例，在受伤患者的治疗中，他们非常看中让患者尽量快地恢复到

伤前的状态，大胆地从手术第二天就进入康复治疗，而相对而言，中国则较为保守。而针对不同年龄阶

级的老人，还会提供看护服务，这样让每一个老人都可以尽量有尊严地活着。 

 

〇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软实力，也就是； 

社会的文明程度高，国民基本上都非常有礼貌。无论何时，见了面都互致问候，人们习惯于互帮互

助，社会整体氛围非常好。街道非常干净，经常是一尘不染，让人感觉心旷神怡，街头行驶的汽车，无

论新旧，大都十分干净，很少有布满灰尘的情况。 

医疗保健水平高。从政府到国民，都非常注重医疗健康，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健康体检及疾病预防

工作完善。国民生活习惯良好，饮食结构较为合理。所以大都比较长寿。特别是 “健康寿命”的理念

较为先进，走在了世界先端。 

许多国民热情好客。参加代表团的民宿活动，寄宿在普通民众家里，充分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善

良、好客，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 

回国后，作为媒体工作者，我将把这些感受向中国人民充分传达，为增进双方了解与沟通尽绵薄之

力。 

 

〇这次访日之行，日本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事； 

一、有礼貌。这一点在日本每时每刻都可以感受到。即使语言不同，但礼貌的鞠躬、亲切的微笑，

会让人感觉很舒服、暖心。 

二、新事物、新科技。此次出行参观了 “科学未来馆”，感受到了日本的新科技，看到了设计先进

的机器人，机场车站的各种自动服务，让人眼前一亮。 

三、美食。在日本每一顿吃得都很丰盛、健康，大部分都是油盐很少的食物。 

四、每个城市的特色。可以说，来日本一次就会有很强烈的愿望再来一次，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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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如美丽雄伟的松本城、制作钟表的诹访市、以“长寿”闻名的长野县，每一个地方都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多地风景美如画，让人觉得流连忘返。 

五、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通过走访了“相泽医院”和“圣路加国际医院”，对日本的医疗和养老

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在医疗制度和医疗质量上，确实比较先进。在长野县的许多城市，还有比较

完善的老年人保健制度，虽然只了解到一些皮毛，但其中值得学习和思考的地方不少。 

此行收获很多，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详尽说明。回国后我会把我的所见所感详细地记录下来，好好跟

家人、朋友、同事分享。同时我也是一名主持人，我会利用工作机会，好好向我的听众介绍我眼中真实

的日本。 

 

〇媒体方面，日本国民获取新闻信息的方式很传统，读报习惯得以保持，因此媒体工作方式在我们看来，

也很传统，并未受到新媒体的冲击。记者可能也不关注新媒体，采访技巧投入等比较传统的新闻采访方

式。而且，面对年轻人消失的读报习惯，媒体注重培养，比如办好针对中高学生的报纸，尤其是对比国

内，日本该类报纸关注报道国际、政治、经济等大事。地方媒体、全国媒体都非常注重读者、听众、观

众体验，地方强调对本地区居民有用，也是因此，受到读者信赖、支持。 

 

〇我作为 2016 年第三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的一员，与来自中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和相关行业工

作人员一起，参观访问了日本东京以及长野县、松本市、伊那市等诸多富有特色的城市、品尝了当地美

食、体验了民宿文化、听取了政府讲座，感受了民宿文化····。所到之处，印象深刻，难忘至极。 

首站东京，感受到了现代化都市的发达和先进，便捷的交通设施，可以带领我们去任何一个目的地。

美丽的建筑和古朴的公园交错布局，既现代又久远，吸引着我们驻足不前。 

再来到富有“日本阿尔卑斯山脉”之称的长野县，清新的空气，以及白墙黑瓦的美丽建筑，再到远

处被白雪覆盖的层层山峦，让人看到了一个人与自然完美相处的现代画面。 

一晚的民宿体验，走入日本人民家庭，同吃饭、同住宿、同生活，让我们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日本人

民，他们精湛的厨艺、精致的房子、热情的款待，让我们倍加感动，觉得只要民心相通即无不通。 

深深的觉得此次访日之旅实为“心灵之旅”、“民心之旅”，愿中日关系可以朝着我们努力的方向发

展，愿岁月越来越好。 

 

【第 3分团】 

〇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此次访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参观朝日新闻社和西

日本新闻社时，日本同行的那种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的工作状态，让我非常感动和佩服。目前，中国和

日本都存在纸媒形势严峻的问题，但日本的新闻工作者很认真，很勤奋的对待每一天的工作，对待自己

出品的每一件新闻产品都很珍惜，很负责任，这是个人认为目前中日同行存在的一个巨大反差。我们缺

乏的是行业自信，缺乏的是谦虚的态度，缺乏的是学习的恒心。 

在朝日新闻社和西日本新闻社，我都看到了他们的编辑在选择好当日刊登的新闻后，会仔细的在纸

上画出版样，这在国内的纸媒行业里，已经很少有人会做了。在这一点上，我更佩服日本同行的认真。 

回国后，我会把这次访日的体会真实的传达给朋友同事，传达日本人对经济振兴的自信，传达日本

人对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的敬畏。 

 

〇通过对朝日新闻社、西日本新闻社、LOVE FM 国际放送社三家媒体的访问，我大致了解了日本民办的

媒体使用习惯，媒体信任度，关注哪些方面的新闻等内容，也了解了日本媒体在现所阶段发展过程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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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瓶颈和他们寻求的解决之道。 

另外，日本媒体记者的专业素养和对新闻的严肃执着精神也感染着我。 

 

〇充分发挥民间智惠的共识推动两国共同发展。 

离开福冈岩屋地区“老乡”们站成一排使劲的向来访团挥手告别，寄宿家庭的老太太甚至翘起脚尖，

12个小时的访问生活，让这名日本老太太对中国朋友依依不舍。 

来这里的背景，是中日双方在地方发展之所面临一些共同问题，人口老龄化、地方空心化、乡村荒

芜化，岩屋村正在经历的状态，就是百年来的最严重危机人口极剧老龄，65岁以上占到了 40%以上。但

考察发现，这里的老乡和中国的农民，东京与北京，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充满了智惠与共识；既要青山

银山，又需绿水青山。 

整合 3000 块土地为 700 块，实现土地流转，成至 6 个专业化合作社实现规模集约化生产，发展乡

村旅游因地制宜解决就业。这一切在中国的乡村都可以找到相似成功的案例。 

    于是我们发现，在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民间智惠造成了一种拓开政治制约和道路分歧的“共识”，

在民意的基础上，东京与北京的双边友好城市交流，是一个 1＋1＞2的生动公式。 

 

〇短短八日的访问行程，我们既感受到东京大都会的发达与繁华，也通过参观博物馆、地方传统岩屋、

神社等地体会日本文化传承的魅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以前听到和别人眼中的日本，与自己亲自感

受到的，有着不小的差距。与日本人的交往，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寄宿家庭

与日本普通的农户家密切接触，以及在日本福冈街头采访普通市民。虽然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但短暂

接触中，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还是一览无余。日本人对外国游客非常友好，对于自己的国家

和家乡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此次访问活动的工作人员身上，我们则更体会到日本人的认真与

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人性化的设计与考虑，一切以方便他人为优先的原则，令人感受到这个民

族独有的国民性。珍惜资源、环保、守时自律、创新、重视文化与创意。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和民

族，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手”和朋友。 

今天的中国发展速度较快，从经济发展轨迹和规律来看，与日本 20～30 年前的经济形势有着较多

相似之处，可借鉴的地方很多。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水平多年，面临高龄少子化的严峻考验。中国同样

步入老龄化社会进程，却也面临着“未富人先老”的尴尬难题，如何克服困难，发展不平衡地区，两国

之间仍有很多课题可以交流，取长补短，互为师长。 

 

〇此次访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是福冈之行，尤其是借宿福冈丰前市岩屋地区那一晚。 

福冈之行的主题是地方振兴，这也是我们此次访日的主题。围绕这个中日两国都存在的问题，我们

走到福冈的都市山村、政府民家、工厂商铺、历史文化遗迹等，与福冈地方官员和民众深入交流。 

在老龄少子化和地区人口基数下降面前，福冈上上下下都积极行动起来，政府将废弃学校改造为厂

区吸引企业入驻，并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企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义不容辞地参与到社区建

设中去；福太郎株式会社等民企还通过开设篮球队、垒球队等文体活动，吸引年轻人回乡工作。 

借宿岩屋地区那晚，我们借助与村民的交流感受到了村民们为保护地方传统文化，延续社区活力所

具有的热情。村民们自发组成委员会，为保护和传承神乐等地方文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对

回报所求甚少，为的只是保护地方文化之根。村民们纯朴善良，对待家乡充满了热爱之情。 

回国后将把此访所见所感尽可能多地传达给中国民众，并向中国人介绍日本在媒体发展和地方振兴

方面一些好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