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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 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 团员感想（拨萃） 
 

 
１、访日活动整体感想 

○此行，让我对日本的印象更好了。原来因为看过日本的动画片，电视剧等节目，

曾经让我对日本有较好印象，但由于两国在近几年的交往有所淡漠，对现在日本

的了解还是会有不足和偏颇。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我深入了解了日本，对日本有

了较好印象，整体科技发达，特别在国民生活各方面都有所体现，有很多值得我

们学习的地方。 

    此次的媒体访问活动，我们第三分团主要走访了东京电视台、京都新闻社这

两个媒体，另外在岩手县也与朝日新闻岩手分社及岩手日报记者都有座谈。从与

日本同行的交往活动，包括东京-北京论坛的媒体分论坛的活动，我们感觉两国的

主流媒体所遵循的新闻原则实际上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按照真实、客观的原则

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媒体从业者的理想、追求

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公众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在努力报道，努力工作。 

   中日两国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媒体又是两国民众彼此了解的桥梁，通过此次

活动我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媒体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两国媒体从业者去真切客

观地了解对方国家的实际情况，显得尤其重要，希望我自己能为两国交流做出自

己的贡献，我将努力把我看到的真实的日本客观地告诉自己的同胞。 

 

○媒体团访问了东京电视台、京都新闻社。让我了解了日本电视台与报社的运作

机制以及与中国媒体的异同。很巧的是访问东京电视台时发生地震，十几秒后我

们就看到震级等相关情况在电视中滚动播出，甚至比我们网站反应更快，这种常

态化的应急机制形成值得我们学习。另外我们参与“东京-北京” 论坛媒体组讨

论，通过交流，我发现由于媒体体制不同造成的争议巨大，用蒋效愚的话是需要

“求同存异”。  

    许多误解多发生于沟通不畅，因此中日交流需要长期进行下去。同时中方也

应当多邀请日本人士到中国来，因为目前看日本人对中国的误解更深，只有日本

人多来中国看一看，才能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才能对中国及中国人作出客观

评价。中日才能世代友好下去。 

 

○我们访问的朝日新闻社、河北新报、神户新闻社充分代表了日本媒体的工作态

度和新闻专业精神。他们在报道工作中恪守尊重新闻事实第一时间报道的原则，

特别值得媒体工作者学习。 

   日本媒体非常注重员工的再培训、学习，给他们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提升自

己，这样员工就更加忠诚于媒体，也能在工作中更多体现奉献精神;对媒体来说，

能够维持报道的水准。 

    日本媒体和工作人员非常善于思考，对新闻业的操作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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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问题进行探讨，例如神户新闻社对媒体工作者作为新闻事件的参与者还是见

证者的思考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活动整体感受： 

 1．议题设置丰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趋势研判。 

 2．活动组织仔细周到，让我们中方成员十分感动。 

 3．活动成果的升华和评估更具价值。 

对日本印象： 

 1．这是一个民族高度自觉的国家，长期以住，社会文明程序，城市管理等方面             

很值得我们学习。 

 2．这是一个坚韧友爱的国家，面对大灾难，更加坚强乐观，注重对人的关注。 

 3．这是一个中国人永远的邻居，中日友好真的应该千古不变，世代相传。 

专业领域： 

 1．由于体制的差异，媒体生态差异较大。 

 2．具体操作方面，新闻价值观、新闻伦理、内容设置、评价体系等有共性更有

个性。 

 3．在全媒体时代，日本对于新媒体，媒体数字化和网络方面与中国存在差距 

主题活动： 

 1．两国交流应更加年轻化、民间化和常态化。 

 2．两国媒体交流应机制化、项目化和深入化。 

 

○在日本参观新闻媒体，我深刻折服于他们的设备与采编流程的专业化。日本的

记者外出采访的团队，有专职录音师让我印象深刻。但我参观每日放送时，对方

表示目前经营受外部环境影响有困难，我想可以更多的把日剧及综艺推向中国市

场。 

 

○此行了解到了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现状。中国现在也大力发展动漫产业，包括

我所在的电视台也没有卡通频道，日本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报业方面，了解了日本报纸先进的印刷技术。一体化、智能化的设备让我十

分惊叹。 

    这次回去我打算就日本之行的多方面的体验和感触写成文字向中国的受众宣

传，这次难忘的经历也必会成为我与亲人、朋友交谈的有趣的话题。我也深深感

受到人与人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建议日方也多派人员访问中国，双方只有通

过长期、频繁的交往和互相了解才能增进友情，促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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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访问灾区活动感想 

○本次灾区探访活动，所见所闻的很多事情都让人深深感动。3.11 东日本大地震

及所引起的海啸中，名取市民对生命执着和不轻言放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在灾

难面前更显得可贵。 
    河北新报的媒体工作者的专业精神，危难当前时刻不忘职责，以记者的专业

态度客观、真实报道灾情，鼓励受灾民众重燃希望，积极发挥本地媒体事件“参

与者”的正面力量，推动灾难前的民众团结，共度难关。重访 17年前亲历阪神大

地震的神户新闻社，同样为当年阪神大地震时候的情景震撼，灾难是不会选择国

度的，人有国籍之分，但人的生命却没有国度之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坚强、勇

敢、努力和希望都是共通的。 

    回国之后，我将尽自己所能，利用本地的网络媒体传递出尊重生命，善待生

命的信息，宣传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厚意，客观报道大地震灾区重建情况，向

本地网民介绍宫城灾区新的重建规划，也将所经之处东京、 宫城、兵库、大阪的

风土人情，自然风光介绍给本地网民。以自己客观真实的记录，增进中日两国人

民了解和友谊。 

 
○有三件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第一件事，便是在听取名取市官员介绍名取市灾

后重建情况后，对于日本地方政府工作效率的不解。3.11 地震已经过去一年多，

然而名取市至今没有确定重建方案，是转移还是回迁，双方争执不下。这使得真

正的重建工作进展缓慢，这可能是为了充分体现民意，也体现了日本政治制度的

特点，但对于这种效率和方式，我个人不太认同。 
    第二件事，确切的说是一个场景。在名取市一个丘陵式的纪念遇难者的神社

时，看见一位日本当地中年男子，默默走上神社，不言不语地望着远处发呆。然

后开始清理丘陵上的垃圾，整理神社中的花朵。我想，他应该是遇难者的家属，

来此凭吊。我没有和他交流，但他那带着淡淡忧伤有些迷惘的眼神、那孤独沈静

的背影，那一刻，深深打动了我。那一刻，这种丧失亲人的悲伤、这种大灾难后

人心灵上的痛苦。超越了时空和国界，让我感同身受。 
    第三件事就是对于日本仙台机场基础设备的坚固可靠，救济灾民们的沈稳应

对，深感震撼和敬意。机场在遭遇海啸时，玻璃幕墙没有一块脱裂、破碎，这让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对于近两千多难民的临时性救助和安置，显得有条不紊、

组织有序、这也看实令人敬佩和值得学习。 
 
○在灾区三天的访问，让我亲眼目睹了“3.11”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

巨大灾难。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仙台市访问河北新报时受到的教育和启发。 

因为媒体人，河北新报的同仁们在灾难面前临危不惧、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

和专业团队协作精神让我很敬佩。河北新报在震后及时地做出反应，发挥非常时

期媒体应有的作用，担当起社会责任，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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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发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敬业、严谨、勤

奋。我想，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良好品质，也正是所有日本人民的国民品质。这些

在没来日本前，虽然都有所耳闻，但日本之行让我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回国后，

我要用笔记录在日本的点点滴滴，让更多人了解日本，了解“3.11” 东日本大地

震，希望能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贡献绵薄之力。 

                                                                                       
○经过两三天的灾区访问，对当地灾情及恢复重建有了基本了解。日本灾后重建

及民众安抚方面的努力令人欣慰。灾区媒体所采取的报道方式也值得赞赏。通过

不停地连续跟踪报道，对于加强国民联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灾后的重建中日本人民借助这一悲情事件，重新站起来，并将其转换为，

重建国民心态和精神的载体，重写了国民的国家精神，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如仙台机场在电路的改建方面，作了新的设计，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这

些细节都让人感到，日本人汲取教训方面的努力很好。 
 
○没有想到“3.11”之后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岩手县沿海地区的居民生活已经恢复

了许多。当然还有很多丧失家园的人们还住在狭窄的临时住宅中，从他们的脸上

你可以看到坚强和不安的交织。 
   当他们谈到不知要过上多久时间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的时候，大家的沈默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我会把日本灾区人民与灾难抗争，不放弃生活的希望

等带回国去。 
 
○通过对灾区的访问，我看到了震后重建的现状，与我来之前看到的报道有一定

出入，我们访问的受海啸冲击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已基本看不到灾难的印记，而是

一片与正常相差无几的景象。所以这也是我回国后需要传达的日本灾区真实情况。 
    这里人民的乐观、热情、友好也给我及许多同行者深刻印象，每到一处有日

本人民热情接待。最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离开每一个地方时，都有人自行站成一

排向我们挥手告别，这在中国我是基本没有见过的。 
    当然，灾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仍是有困难的，而这些地方最主要的产业是

旅游和渔业，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我。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走马

观花。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岩手地区好好看一看，并且，我也会把这里的优美风

光通过照片传达给我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来走走看看，也算我为灾区做一点点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