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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19」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访问日程） 

（对象国：中国、主题：农业，奥运会・残奥会） 

 

 

1．日程概要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派遣的「JENESYS2019」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团一行58

名成员，于7月21日至7月28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团长：牛永泽中宣部机关服务中心 

副主任）。 

  代表团走访了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秋田县、长野县。通过访问关系省厅、地方政府、企业，

听取讲座及参观相关设施，对此次访日主题“农业” “奥运会・残奥会”进行了深入学习，并

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谊。除此之外，还参观了各地的产业、历史、文化和自

然等方面的相关设施，从不同角度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团员代表在回国前的报告会上发表了

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2．日程  

7月 21日（周日） 

抵达羽田机场 

7月 22日（周一） 

【考察】横滨农业合作社、日本武道馆 

【参观】横滨市英国馆、港之见丘公园、山下公园、国会议事堂、皇居二重桥 

【欢迎会】 

7月 23日（周二） 

【媒体访问】共同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社 

【听取讲座】农林水产省、内阁官房东京奥运・残运推进本部事务局 

【街头采访】人形町、神乐坂 

7月 24日（周三）～7月 26日（周五） 

分团行动，第 1分团访问了秋田县，第 2分团访问了长野县 

●第 1分团 秋田县 

【媒体访问】秋田魁新报社 

【考察】ALBION白神研究所、十文字町路站 

 【体验】寄宿家庭（仙北市）、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秋田市民俗芸能伝承馆、角馆武士住宅 

●第 2分团 长野县 

【媒体访问】信越放送 

【考察】M 波浪（M-WAVE）场馆 

【听取讲座】长野县及上田市政府 



 

2 

 【体验】寄宿家庭(青木村)、摘桃子、入住温泉旅馆 

  【参观】善光寺、户隐神社、上田故城公园 

7月 27日（周六） 

返回东京 

【考察】东京交通会馆菜市场 

【报告会】汇报访日成果及回国后的行动计划 

7月 28日（周日）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3.照片  

 

 

＜第1分团＞（到访地区:东京都、神奈川县、秋田县） 

  

7月 22日【考察】横滨农业合作社 7月 23日【媒体访问】共同通讯社 

＜共同＞ 

  

7月 22日【欢迎会】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 深

堀裕贤 地域协力室长致辞 

7月 27 日【报告会】谷野作太郎 公益财团法

人日中友好会馆 顾问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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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3日【讲座】农林水产省 7月 24日【考察】ALBION 白神研究所 

  

7月 25 日【媒体访问】秋田魁新报社 7月 25日【体验】寄宿家庭（仙北市） 

  

7月 26 日【参观】角馆武士住宅 7月 26日【考察】十文字町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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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分团＞（到访地区:东京都、长野县） 

  

7月 22日【考察】日本武道館 7月 23 日【街头采访】神乐坂 

  

7月 23 日【讲座】 

内阁官房东京奥运・残运推进本部事务局 

  
 

 

7月 23日【媒体访问】日本经济新闻社 

  

7月 24 日【媒体访问】信越放送 7月 25日【考察】M波浪（M-WAVE）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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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6 日【讲座】长野县及上田市政府 7月 26日【体验】寄宿家庭(青木村) 

 

 

4．代表团成员感想（摘选） 

第 1 分团（到访地区:东京都、神奈川县、秋田县） 

●1．农业的精耕细作。参观的横滨梨树园采用棚架式栽培模式，每棵梨树对于务农者来说，都像

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进行精心呵护，整个果园也像一个园林艺术品一样，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 

2．农业生产加工的自动化程度高。在农业考察过程中，惊叹于日本农业高度自动化。AI、无人机、

自动化农具和机械的使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效率极高。 

3．农业从业人员年龄普遍较高。在我们所考察的秋田县仙北市农户家庭中，一家三口，儿子未从事

农业工作，两位家长的年龄都已超过 70岁。这与日本人口老龄化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农业劳动

力也日益缺乏，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农业生产中大量地使用无人机和自动化机械设备，来提高

农业效率。 

4．田园综合体。住宅、田园、民宿、农业生产均在农户的家庭住址周边。可发展民宿旅游业，更多

地吸引外地游客来体验、观光、旅游、增加农民的收入。 

 

●此次本人所在的新闻媒体团组被分配到仙北市小腾田下村的“西の家”农家民宿，年纪逾七旬

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亲自驾车载我们团员一行 6 人前往住处。230 年历史的草堂茅屋映入眼帘的那一

刻，我深刻感受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那份对中国以“大唐”文化为代表的精神及传承。 

   纯木质结构，屋顶采用古老的木头与稻草“混搭”结构，可以防雨防雪，且冬暖夏凉。女主人

不惜每二至三个月花费逾一千美元用于维护修缮，可见她对这份珍贵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的坚守。

如今，中国的历史文化建筑随着城市化进程，有的正在逐渐消亡，日本民众这种重视文化，珍视历

史的精神值得中国的政府管理人员学习。 

   在体验农家农业生产环节，本人一行六个人共同参与了“西の家”的大棚蔬菜耕作活动，这是

本人第一次体验用“大棚温室”技术种植马铃薯的过程无论是挖坑、浇水、埋土，还是用夹子固定

大棚架子，日本农民的细节把握，让我看到了日本精细农业的成功之处、伟大之处。俗话说“细节

决定成败”，正是“西の家”这样千千万万的个体农户，让有限的土地实现最大化的集约利用，创造

了日本农业高附加值发展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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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23日，作为 2019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媒体工作者代表，我们参观访问日本共同通讯

社。7 月 25日，又参观访问了秋田魁新报社。作为同级别的媒体从业人员，访问中我更关切秋田魁

新报社的现状，及新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的生存之道，我们了解到秋田魁新报社收益 60％来自报

纸发行，40％来自广告，同时报纸的电子版面下载阅读，用户同样需要付费。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是

无法实现的。在中国新媒体的冲击，人们阅读方式的改变，使得报纸的阅读量、用户订阅量大幅下

降。在访问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日本媒体在当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然而日本媒体始终坚持着内

容为王的理念。并依靠通畅的配送网络将权威真实可信的内容送到每位订阅户手中，从而赢得了极

高信任度，这为报社发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我最有感触的是日本媒体的考核制度。在媒体发布

信息时，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在中国，通常犯了错责任会在具体人手中，而日本媒体却优先在

报社组织结构中找问题，如此一来，既抓紧了人心，又将给报社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 

   然而，在访问中，我也发现日本媒体(传统媒体)在新媒体运用较中国而言稍有缓步。中国新媒

体近年来随着通讯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的记者开始学习更多媒体运用技能，尽

可能的用全新的媒体形式传播宣传中国故事。 

 

●1．此次访日，印象最直观的是，中国的城市建设硬件已经赶上了日本，但软件方面(如服务细

节、城市规划服务等)还处于努力学习的阶段。 

2．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以此次安排的横滨市访问、秋田县访问对比来看，我个人更青睐秋田

县的访问体验。因为横滨市作为最早开放的港口，吸引了很多西洋文化，日本的本土元素和风情

淡一些；但秋田县的竿灯、大鼓表演、和服体验，更符合我们心目中的日本印象。日本的传统文

化、大和民族的风俗，确实值得一看。 

3．日本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或者是映射)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因为，日本现在也

面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加速等问题，这和中国的“现在”类似。但日本毕竟是发达国家，技术

水平更先进，农业发展也出现了“六次产业化”的新方向，这给了中国农业以启示。中国农业的

“未来”怎么走，可以向日本的更好的取经。 

4．日本的垃圾分类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日本的垃圾焚烧处理厂就在繁华闹市，这一点可

以邀请更多中国团体前来仔细观察。  

 

第 2 分团（到访地区:东京都、长野县） 

●通过访问日本，我从媒体和体育两方面阐述我的感受。首先是媒体方面，通过对经济新闻社和

信越放送的访问、参观、考察，我有两个方面的体会。首先是日本媒体人严谨的工作态度，在他录

制节目时摄像和导演一丝不苟，同时对一些关键信息，比如地震分级，标注出不同级别对应的配音，

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其次，在融媒体建设方面，日本传媒机构也做得饶有建树。经济新闻社在建立

了报业帝国之后，继续向融媒体方向转变，开拓业务，先后入股多个电视台，并打造了新媒体客户

端。信越放送做为“广播电视台”，建立了完备而高效的广播电视联动系统，一个后台，多个平台，

这些模式创新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在体育方面，正值东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日本在场馆建设按计划顺利推动的同时，

注重绿色环保，与即将举办冬奥会的中国个办奥理念有不少契合，值得借鉴。同时，在赛后场馆利

用方面，长野冬奥会速度滑冰馆通过承办大赛、出租用作少年儿童上冰雪场所，举办演唱会等，一

举实现赢利，其利用能力值得中国一正在推进冰雪发展一去学习。在武道馆，日本少年儿童定期参

与剑道、柔道、书法比赛，同时日本政府依托社区、学校建起了超过一万多个的武道馆，将群众体

育深入基层，同时根植文化，对于中国的群众体育推广和传统文化教育来说，日本模式值得借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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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在访问日本武道馆时，深刻感受到日本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精心呵护。其中，感受最深的是；1．日

本武道馆及学校的武道馆等利用率非常高，而且，面对中小学生，很注重公益性；2．无论是剑道，

还是柔道，抑或相扑，这些体育项目绝不仅仅只是体育竞级，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的传统文化的内涵，

体现的更多是“道”的内容。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和社交礼仪；3．为了传承呵护传统文化，剑道、柔

道等项目被列入学校的必须课，传统文化从孩子开始就有意识进行培养；4．在观看中小学生剑道、

柔道比赛时，无论是比赛前，还是比赛后，都要鞠躬致礼，通过仪式感强化传统文化的内容，让人

深受感动。诸多方面深刻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在互联网大兴其道的背景下，

社会各方没有丢弃传统文化，而是逆流而动，通过各种方式，将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日常生活中，这

样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 

   另一方面，对日本民众的规则意识，不怕麻烦的精神颇为感动。例如，在参观信越放送电视台

时，全体职员聚集大厅对交流团进行欢迎，在离开时，他们也放下手头工作到大门口热情挥别。事

实上，挥别目送仪式已经成为日本民众的待客之道，成为国民性。再如，对记者问的问题，当时解

答不了，过后，会通过各种方式送达提问者。这种不怕麻烦，认真负责的态，让人倍感温馨，值得

学习。 

   

●为东京奥运会策划的“东道主城市计划”和 beyond2020系列活动，用接地气的方式联动各地方

政府，同时发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和民众参与到奥运会的预热当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计划也能

带动日本国内更多城市享到“奥运红利”，这些东道主城市借奥运契机进行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推广营

销。这次访问交流，我们来到长野,长野县与中国河北缔结友好关系已经有 36年时间，双方在文化、

经济、体育、农业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在长野，我们感受到当地民众对我们这些“中国朋友”

的热情。长野及其下属的四市两町是中国的东道主城市。长野市精心准备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从运动员、青少年、学校，再到普通民众都有相对应的活动策划，以深化两国民众之间的认识。这

些活动再进一步加深双方友谊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东京奥运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美丽的土地。说实话，赴日之前，我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查看了许多

关于日本的资料，但经过这七天的参观访问，我深深地感到，百闻不如一见。日中友好会馆热情周

到的接待，与日本的政府、企业、媒体及普通民众的面对面交流，让我对日本有了更加真切、深入

的了解，受益匪浅。下面，我想分享几点感受： 

   第一个感受，传承和弘扬奥运精神。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的国立竞技场和正在比赛的武道馆，

听取了内阁官房有关奥运的讲座，参观了长野冬奥会场馆。在武道馆我们看到了东京的少年柔道比

赛，学生们在竞技场上的状态认真又可爱，日本对于武道项目发展做的一系列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日

本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的重视。 

   第二个感受，坚守与延续传统文化。百年老店、百年技艺、百年产品在日本随处可见。在神乐

坂街头采访时，我们采访到了冈山县备前烧制品的店铺老板Ｏ先生，他向我介绍了日本传统的“清

水烧”制品。距会已经有 120年历史，在他心中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也是传统文化的缩影。 

   第三个感受，嵩崇尚礼仪的人文精神。在参访民宿家庭体验中，我们的“爷爷”Ｍ先生和他的

夫人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还给我们准备了许多甜品，还有贴心的小礼物，他们温暖的笑

容让我们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中，看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这一切都温暖了我的心。 

   第四个感受，崇尚自然。日本的高山温泉形成了独特的温泉文化，临海而居造就了日本料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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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魅力。同样，民宿家庭的主人Ｍ先生一家与我们敞开心扉的交流，也是最自然的流露。感恩自

然，珍惜生命，心在敬畏。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是使我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5．接待方感想 

◆访问单位相关人员 

○通过双方的意见交换，对两国媒体工作的不同之处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再次确认了彼此之间的

共同点，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此外，这次我们能站在一个当地媒体企业的立场上为大家介绍长野

县的魅力，还得知大家对长野县很感兴趣，感到非常高兴。                    

 

○感受到各位中国朋友身上潜藏着的巨大能量，觉得有很多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除了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工作内容之外，还得到了许多来自中国同行的坦率意见和敏锐的提问，

我觉得这些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工作。  

 

○在答疑时间以外，还收到了许多涉及各方面的提问，让我能有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并且对各

自农业环境的不同之处有所了解，这次来访让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间。                                      

 

6．团员发布的信息 

7月 26日／社会人／Weibo 7月 28日／社会人／Weibo 

 

 

7月 27日／社会人／Wechat 7月 27日／社会人／Weibo 



 

9 

 

 

7月 27日／社会人／Weibo 7月 28日／社会人／We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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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报告会上汇报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回国后，会通过人际传播方式将日本的优势、

历史文化和魅力介绍给家人、同事和朋友，

建议他们到日本参观访问，进行文化交流，

相互学习文化理念、专业技术。 

・因我本人是从事电视工作。将来会对日本的

电视业进行关注，在节目形态、频道编排、

栏目设置、新闻节目和综艺节目等方面进行

交流学习。 

 

1．向中国的友人介绍一个更全面、更具象化、

更有细节感的日本。 

2．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所感应用到自己今后

的新闻工作中。 

3．开始学习日本语，更流畅地掌握一些基本

会话用语。 

4．向所属单位汇报访日情况。 

5．着手带家人前来日本旅游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