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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19」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主题：公务员、大学生村官） 

 

１．日程概要 

由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派遣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60 名成员，于 9月 9 日至 13日对日本进

行了为期 5天的访问。（团长：程海波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 副秘书长）。代表团一行由公务员

（第１分团）和大学生村官（第２分团）组成，分别走访了东京都、静冈县挂川市等地，访问

了行政、农业相关的自治体及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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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观静冈县的历史､自然､文化及体验温泉旅馆等，亲身感受了

日本的魅力。团员们将自己关注的事情及体验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了宣传。分团代表在回国前的

报告会上发表了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到访地】 东京都、静冈县 

 

２．日程 

9月 9日（周一） 

抵达羽田机场、【参观】皇居二重桥、参加访日说明会、出席欢迎会 

 

9月 10日（周二）～ 9 月 11日（周三）  

２个分团考察周恩来和松本龟次郎蜡像展示后，分别走访静冈县挂川市 

 

●第 1分团（公务员）：静冈县 

 【听取讲座】掛川市环境政策课 

 【考察】环境资源展示馆、生物循环展览馆 

 【文化体验】入住温泉旅馆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静冈县 

 【听取讲座】掛川市农林课 

 【考察】番茄农场（渡边农园）、道之驿掛川 

 【文化体验】入住温泉旅馆 

 

9月 12日（周四） 

参观滨松城后，返回东京。 

欢送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9月 13日（周五） 

【考察】国会议事堂、THE SEIKO MUSEUM、TEPIA先端技术馆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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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照片 

共同  

  

9月 9日 欢迎会上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蒙古 

第一课地域调整官井川原贤致辞 
9 月 10 日【参观】周恩来和松本龟次郎蜡像展示 

 

 

9 月 12 日 欢送报告会上程海波团长进行访日活

动总结 
 

 

第 1 分团（公务员） 

  

9 月 10 日【讲座】掛川市环境政策课 9 月 11 日 【考察】环境资源展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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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考察】生物循环展览馆 

 

第 2 分团（大学生村官） 

  

9 月 10 日【讲座】掛川市农林课 9 月 11 日 【考察】番茄农场 

 

9 月 11 日 【考察】道之驿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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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团员感想（摘选） 

 

第 1分团（公务员） （到访地：东京都、静冈县） 

◆ 日本对垃圾减量与分类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垃圾减量意识深入人心。市民自觉自愿分类投放垃圾，垃圾减量得到全社会认同。 

    二是垃圾处理设施成为社会了解垃圾循环利用的展示窗口，实现了开放、友好、互利的绿

色处理体系。 

    三是对居民厨房垃圾就地处理和减量设施印象深刻，我认为在中国有推广的空间。 

 

◆ 这次自己有幸作为[JENESYS2019]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赴日本进行考察学习，亲眼看到

很多，亲身感受到很多，主要的体会有三点； 

  一是日本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国家。从下飞机，踏上日本土地，扑面而来的是干净的街道、一

尘不染的玻璃、洗刷干净的车。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和善的笑脸、一声声真诚的问候，让人不由

自主对日本产生很好的第一印象。我想这也代表整个日本群众留给世界的印象，努力、自律、友

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经济实力都已位居世界前列，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尽快提升国民素质,展现东方大国的风采,构建一个让世人敬佩的群

像，值得向日本学习。 

    二是中日之间有许多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地方。这次我们来到静冈县挂川市，学习

环境治理,农业发展等相关方面的课程，可以看到当年的日本同样经历了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

响。但日本人民没有退缩害怕，用自己的智慧，甚至是几代人的时间，解决了诸如垃圾处理、生

态涵养保护等辣手的问题。让我们缩小范围，从北京市的发展来看，虽然北京是特大型城市，综

合实力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北京还有广阔的农村地区,如何在有限且宝贵的土地上搞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如何在城市街道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加大背街小巷治理，提高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这次设计的课程都为我们提供了新视野、新思

考。通过学习借鉴，日本当前走的“弯路”，我们要尽量避免重走，日本当年吃过的“亏”，我们

要尽量不去吃，这样一方面加快我们自己的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另一方面，也要为其他地

方或是国家提供中国榜样或是北京样本，更好地促进共同发展。 

    三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小孩子抓起，从源头抓起。“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日本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们的教育息息相关，从小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独立精神，把

发展的理念、政策的要求从小灌输给孩子，内化为自我要求和自觉行动，这是关键一招也是决

胜未来的一招，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并做好科学的设计规划。 

 

◆ 从此次访日来看，发展中的中国与日本在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重视教育、提倡环保、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从挂川市来看，中国很少有把教育和育儿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目标，

这让我们看到社会的未来应属于下一代的人们，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就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二，我们中国也在大力建设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但像挂川这样作为科普教育实践

基地的案例并不多见，我感觉让人们有一个直观认识，能够将环保理念通过这种方式根植于大

众，特别是学生心中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当然我们生活在北方，环境与挂川有很大差异，但挂川的整洁有

序、环境的优美以及城市的管理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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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访问，作为公务员主要考察了解了日本的环保设施、处理垃圾方面的设施等。感触最深

的是日本国民对于环保的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非常强烈也非常自觉。 

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教育，慢慢渗透的结果。我们参观的环保设施是当地四年级

小学生经常参观学习的地方，可见日本对于国民环保方面的教育是从小抓起。我认为这一点非

常值得中国学习,从小抓起，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对全公民进行宣传，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保护环

境的风潮。 

 

◆ 在学习了挂川市“垃圾减量的举措”之后，非常佩服日本政府、企业和民众对环境保护做出

的突出贡献，也深刻意识到减少垃圾排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众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具

有垃圾减量的强烈意识，并付诸实际行动。这对中国国民而言，是非常值得学习和实践的。中国

现在正在建设生态文明，在环境保护尤其是垃圾减量方面,更需要深入到每个民众的心中。日后，

我也一定会坚守环境保护的政策，时刻牢记减少垃圾的排放，比如尽量自带购物袋、日常拒绝

过度包装、做好垃圾分类，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努力。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 （到访地：东京都、静冈县） 

◆ 在参观道之驿挂川时，我感觉类似于中国国内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服务区，但是功能比中国

的要全面化，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有所借鉴。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在相应的服务区进行一

点当地的特产或者是相关特色的售卖，而不是现在几乎是每一个服务区都是差不多的食物和产

品。 

    在环境整治方面来讲，中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说日中两国的国情有所不同，但是相关

的一些方法是可以学习的。此外，日本的“第六产业”经济模式和我国的“第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也可将我们所在地区的用地进行整合统一规划，最大的发挥地方

优势，制造更多的经济发展。 

 

◆ 非常有幸成为此次访日代表团成员，现将近几日学习考察感想汇报如下; 

    自东京至静冈，印象最深地就是环境卫生标准之高让人惊叹。道路整洁，垃圾桶甚少，居民

屋前楼后干净利索，每一辆从身边经过的车都干净得发亮，同时我注意到日本地面硬化率很高，

不能硬化之处采用砂石掩盖、草皮种植的方式，很好地避免了沙尘忧患，有利于环境保持和空

气质量的提升。我所工作的霞云岭乡目前正在创建生态涵养区，迎接人居环境整治验收，这些

做法正好可借鉴过来，解决乡里当前的环境问题。当然，日本在这一点上也是国民素质在主导，

要达到日本当前的环境水准，提升我国国民素质，提高环保意识势在必行。 

    其次是日本人民的文化礼节值得我们学习，也需要我们去反思。早在唐朝时期我国的文化、

礼仪等是日本学习借鉴甚至临摹的对象，而现如今，日本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发扬、精进，待人、

接物、行事上有礼有节，谦虚严谨，这种极致的礼仪和态度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不加修饰，让人

肃然起敬。 

    其次是日本现代新型农业自动化、科技化程度之高让人惊叹。9 月 11 日上午参观的蕃茄农

场，其水量、室温等全部实现了电脑控制、全自动化操作。在我国农村，尤其是我工作的乡里，

这是目前达不到的水准和规模。这是我回国后想要宣传的。我会在我的工作范围甚至更广的范

围内，通过微信公众号、互联网、讲座的模式，重点推荐推广。 

    若我区有中日友好互动相关活动，我会积极响应，带动身边尽可能多的朋友、同学、同事参

加;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将此次访日所见所闻所想发布宣传，让更多地人们更加了解



 

6 

日本，喜爱日本。 

 

◆ 很荣幸能够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赴日进行学习访问。日本有序的社会治理、礼仪风

俗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各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内容。特别是在挂川市农林

课的讲解，让我学习到了挂川的农业产业发展模式。这与中国在农业产业化方面有区别、有相

似。日本在推动农业“六次产业”的过程中，在充分的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了解市场的需要，并

进行精准分析，以需求(下游)为突破口，这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相似之处。日本政府同时在

对农户进行指导，提供道路驿站这类基础设施，为当地农户打开销路，形成一系列的销售群。所

以说，日本在农业上，从生产到销售这一整条产业链打通的很好，有效满足了市场的需要，有效

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在农民增产增收方面做的很有效果。可以说，这些成功的经验在中国推动

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进行研究，进行学习，互相促进共同进步。 

 

◆ 日本的现代设施农业管理对我启发很大，从西红柿苗培养到浇水、施肥再到采摘，基本上用

人工的很少，十几个人负责 10000m2 的大棚管理，还有假期，这感觉正规。我村还有几十亩地

集体负责，我预想打算学习日本的现代设施管理，建立起现代农业大棚，壮大村集体经济。 

    再者中国农村正在进行人居环境治理，修建美丽的庭院，发放分类垃圾桶，实现农村垃圾

一体化。日本静冈县挂川市在当地是全日本制造垃圾量很少的城市。首先是政府的政策与财力

上支持，其次是从源头，也就是人民自身，提高这种意识，自律与规则意识很重要。最后是多方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共同管理，共同享受,才是长效机制建立的关键。 

 

◆ 首先十分有幸能够代表中国青年来参加此次友好访问，同时也十分感谢为我们提供此次机

会的祖国和日本双方。虽然时间短暂，但是收获颇丰。 

    作为大学生村官代表团的团员，我们主要听取和参观了日本静冈县挂川市的农业情况。面

对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缺少接班人、弃耕地增加等问题，挂川市采取了“人与耕地计划”来

积极面对，解决问题。同样，身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在部分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我们也是

通过多种举措并施来积极应对问题。土地流转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鼓励农民将

承包的土地转向农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土地的集约

管理。所以我国的政策和静冈县挂川市的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道之驿土特产直销站的机制也有我们值得借鉴的方面。比如农协工作人员入户进行食品安

全指标检测，达到标准才能进入市场，确保消费者得到优质的产品。我们国家近年来在食品安

全方面也十分重视，所以我们会积极努力学习并发展自我。 

 

５．接待方感想 

◆自治体相关人员 

○  团员对我市的举措很感兴趣，大概提前进行了信息收集，大家认真听讲、积极提问，接待

方很容易应对，感到是一项有意义的事业。 

 

○  接触到了在行政体制及垃圾处理意识方面与日本常识不同的想法，颇有收获。 

 

◆农业相关人员 

〇 考察中，团员们认真听取说明、积极提问，让我深感高兴。团员们参观了番茄大棚，应感受

到了农场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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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代表团成员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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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第 1分团（公务员）  

（到访地：东京都、静冈县） 

第 2分团（大学生村官）  

（到访地：东京都、静冈县） 

  

・作为个人，回国后将继续关注日本，了解日本，向周

围的人介绍在日本的见闻，帮助人们客观、正确地认识

日本。 

・ 通过网络、电视、社交媒体更多关注日本的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更加深入了解日本文化，

增进自己、周围的人对日本的认识。 

・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在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尖端

科技等方面学习日本之长，把在日本的见闻运用到自己

工作、生活中。 

・将在日本学习的环保等知识运用到工作中。 

・继续关注中日之间的交流信息。 

 

・吸收借鉴日本对农政做得好的部分，尝试是否适合本

地区。 

・将在日本学习到的农业知识与农校导师进行交流研

究。 

・从自身做起，做好保护环境、垃圾分类及节约的标兵。 

・回国后，我将从环境、文化不同方面向朋友、同事分

享此次访问的感受，介绍日本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和优

美。 

・通过视频、照片等方式，向国人展示日本的环境保护

与城市规划的风采，中国正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城

区)”高潮当中，我相信这将大力助推中国的这些关于

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与建设。 

・加强日本文化学习，这此在静冈县这一乡村小城，看

着那些居民住宅，让我深深怀念儿时在动画片中的美好

回忆，因此我也将加强日本文化学习，探索建筑等方面

的历史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