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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3”第二批中国青年公益事业交流团的记录  

 

１．项目概要 

【目的】 

本项目通过邀请在中国政府机关和企业从事公益事业和志愿者活动的青年等人士访问日本，安排

各组按照各自的主题（“科学技术” “环境保护” “文化艺术”）进行考察和交流等活动，加深参加

者对日本同一领域的理解，增进日中两国青年之间的友好感情。此外，还将通过各种能体验日本的经

济、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参观，促进参加者对日本的理解，增进日中两国之间的友谊。 

 

【参加者】 

在中国从事公益事业和志愿者活动的青年人士 62名、团长、事务局等 10名 共计 72名 

第 1 组 科学技术 26名 

第 2 组 环境保护 22名 

第 3 组 文化艺术 24名 

 

【访问地】 

第 1 组 东京都・千叶县・熊本县 

第 2 组 东京都・埼玉县・枥木县 

第 3 组 东京都・埼玉县・德岛县・兵库县 

 

【日程】 

■项目： 

2024年 1月 17日（周三） 事前线上说明会 

 

■招聘项目： 

    2024年 1月 21日（周日）-1月 27日（周六） 6晚 7天 

 

    1 月 21日（周日）从成田国际机场入境，到达日本 

    1 月 22日（周一）欢迎会 

 

    1 月 23日（周二）-1月 26日（周五） 

各组分别参加主题项目 

 

（1）第 1组：主题“科学技术” 

【讲座】   「三越伊势丹元宇宙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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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株式会社三越伊势丹  

【学校交流・千叶】在神田外语大学体验日本文化、交流会、体验学校食堂 

【视察・交流】 株式会社 LEAF FACTORY TOKYO 

HANEDA INNOVATION CITY 「HANEDA × PiO」 

【拜访・交流】人吉市政府 

【学校交流・熊本】在崇城大学体验日本文化、交流会 

【文化体验】   人吉工艺石野公园（花盒绘画制作体验） 

民宿体验（分别前往各家庭体验、制作晚餐）、温泉体验 

【参观】       熊本城、青井阿苏神社 

 

（2）第 2组：主题“环境保护” 

【讲座】     「财团活动和青少年环境教育的举措」 

讲师：公益财团法人永旺环境财团  

【视察・交流】在三富今昔村视察循环设计熟练掌握课程 

              绿色公园茂原燃烧垃圾处理设施，若竹之杜若山农场 

              宇都宫次世代型路面轨道交通系统 LRT 体验・讲座 

【拜访・交流】 日光市政府 

【文化体验】   民宿体验（分别前往各家庭体验、制作晚餐）、温泉体验 

【参观】       日光东照宫 

 

（3）第 3组：主题“文化艺术” 

【讲座】     「气候风土与建筑 ―形状的理由―」 

讲师：东北艺术工科大学 山畑 信博 教授 

【视察・交流】在角川武藏野博物馆参加体验型讲座 

              根津美术馆、大塚国际美术馆、淡路梦舞台、二次元之森 

【文化体验】  阿波舞会馆（体验阿波舞）、 民宿体验（分别前往各家庭体验、制作晚

餐）、温泉体验 

 

1月 26日（周五） 都内视察、欢送报告会（访日成果・发表回国后的活动计划） 

 

1月 27日（周六） 从东京国际（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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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照片记录 <全体行程 访问地：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 

  
2024 年 1月 22日 第 1组【学校交流】 

神田外语大学访问、文化体验・交流会 

2024 年 1月 22日 第 2组【讲座】 

公益财团法人永旺环境财团讲座 

  

2024 年 1月 22日 第 3组【视察・参观】 

角川武藏野博物馆视察・体验 

2024 年 1月 22日【欢迎会】 

由团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办公室主任 陈爱

民 一级巡视员致辞 

  

2024年 1月 23日【视察・参观】 

株式会社 LEAF FACTORY TOKYO 视察 

2024 年 1月 25日【学校交流】 

访问崇城大学、和大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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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月 23日【视察・参观】 

参观若竹之杜若山农场 

2024 年 1月 24日【视察・参观】 

宇都宮次世代型路面轨道交通系统 LRT体验 

  

2024年 1月 24日【视察・参观】 

参观大塚国际美术馆 

2024 年 1月 25日【视察・参观】 

参观淡路梦舞台 

 

３．参加者的感想（摘抄） 

第 1组 

◆ 此次交流活动是一次“友好之旅”，通过走进神田外语大学，体验舞蹈；走进熊本阿苏农家，与当

地居民共同生活交流，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他们的热情友好让我非常感动。 

这也是一次“学习之旅”，通过了解日本科技方面发展，在崇城大学参观了 IOT AI 中心，学习了

日本先进技术的发展情况，也了解到了科技对防灾减灾方面的应用，让我印象深刻，相信在加强科技

应用造福人类方面，两国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 作为学习日语的学生，我其实并非对日本文化完全陌生。正相反，因为自己的专业，对日本文化比

一般人都更感兴趣。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活动都格外认真地去倾听、观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活动，近

距离地与日本文化接触的过程，确认自己的选题。 

期间，在崇城大学接触到的元宇宙交互空间，以及在熊本的“道路驿站”上的日本传统工艺品体验

课，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否能诞生新的发现？这也是今后我们期待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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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体验感非常强。我们在同一时间内走访高校、参观企业、交流政府、入住民宿，在最短时间

内高效感受了日本的高先科技、风土人情，其中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与住家先生的交谈，他们一家人都

很朴实真诚，我们聊了有关社会福利、生活习俗、信仰等深入的话题，住家先生对很多事物理解独到，

知识面也很广，这点让我很惊奇，原以为只是一位普通的乡土老农，但意外发现住家的先生真的在关

注国家大事，让我们都非常感动。 

 

第 2组 

◆ 日本国民环境意识较强。在日本路边很少看见垃圾桶，但马路上却非常干净，体现了国民较强的

环保意识和高度的自律和行动自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高水平的环保需要高素质人民做支撑。 

    环保企业着眼长远，在垃圾处理厂中，有一句话记忆犹新：一个产品在生产时，就要考虑如何回收

利用。这样的观念已经融入日本企业文化，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国内企业可以借鉴并落实。 

    环保教育广泛开展，在每一个参观点，总能看到日本家庭带着孩子去参观学习，让孩子在掌握知识

本领中树立环保意识，从小做起。保护家园环境，才能让美丽中国建设之路走得更好。 

 

◆ 本次访问以环境为主题，听取永旺财团法人开展的相关活动，了解垃圾处理和市政府在碳中和方

面开展的工作，很受启发。我感觉日本的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各级政府也紧跟中央政府在减碳方面开

展单项工作。中国与日本在很多方面情况相似，当然也有完全不同的国情，在落实可持续发展计划方

面，双方可以交流的地方很多。另外在生态保护等方面，双方也有很多可以交流的话题。本次交流中，

大家提了很多深度的专业的问题，比如城市发展、碳中和理念倡导、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

问题等，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共同交流的立题。 

 

◆ 在日期间，参观了建筑垃圾再处理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及埼玉县宇都宫市、日光市为实

现 2050碳中和发展目标所展开的具体举措。在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同一目标下，中日都开展了一些项目。

日本因为自身资源相对匮乏，在资源回收再利用方面开展时间早，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供中方学习借

鉴。在基层社区治理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日本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水平较高，农村

的消防救援设施、城区的地震防灾广场和相关设施都比较便捷。对我们在社区规划及建设中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考察中发现日本的老龄少子化现象严重。日本先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希望在具体的应对举措

方面，能有机会进行深入考察交流。 

 

第 3组 

◆ 我发现日本在艺术公共设施建设上很有特色。博物馆、美术馆的游客很多，尤其是本国的老年人

和学生，感受日本在国民教育上非常重视国民艺术文化素养的培养。在乡村中，我发现老百姓的房子

建得很讲究，家里也会有自己的庭院、园林。房间中有漂亮的插花，好像人人都有些对文化、艺术的修

养，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我对日方如何在青少年层面、在教育方面（学校）进行艺术熏陶很感兴趣。希望今后有时间可

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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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观角川武藏野美术馆后，我对于日本年轻人仍然保持的对于纸质图书的热爱十分惊喜。我看

到很多高质量的图书。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乡村的考察，在和我们居住的民宿家的爷爷沟通后，了解到

日本的乡村与中国乡村有许多共同的问题，从爷爷身上，我看到日本普通村民对于自己土地、食材和

生活的热爱。 

 

◆ 最有启发的是与 Pasona Group 交流的环节。作为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如何在解决社会老龄化和耕

地闲置等问题中积极发挥作用，他们采取了很多社会创新的行动。企业所要应对的很多日本的社会问

题在中国也是大量存在的。在听企业的分享会特别受到启发。很希望再深入实地了解，他们取得的成

果和具体运作方式。 

    另外感受比较深的就是民宿环节，和普通农家交流，是更加直接地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我们

了解日本老人在日本就医、养老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看到了更为真实的日本社会。 

 

４．接待方的感想（摘抄） 

◆  在谈论各种世界局势时，日中关系每次都受到特别强调，紧张局势时常加剧。通过这次经历，从

学生、大人之间相互尊重中，我学习到了交流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常常对日中关系的偏见和对未来感

到的焦虑。但是，有很多事情是我真正讲出来之后才明白的，也有一些感受是可以分享的 

我对不辞辛劳来到日本大学、如此诚实地接受日本文化的中国人表示敬意和感谢。真的很愉快。非

常感谢。 

 

◆  能够表演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日本太鼓，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如果我能将日本太鼓的气势和

辉煌传达给代表团的每个人，我会很高兴。 

另外，在演出结束后举行的午餐会上，与团长们讨论了名字中汉字含义的重要性，以及谈论了彼此国

家的文化和学业，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充实的文化交流时光。能够用英语顺利交流，也有助于提高我

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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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加者的对外发信（摘要）、报道记事等 

 

 

2024年 1月 22日（WeChat） 

关于学校交流的 SNS发信 

2024 年 1 月 22 日（WeChat）关于 LRT 乘车体验

的 SNS发信 

 
 

2024 年 1月 25日（WeChat）关于地方视察的 SNS

发信 

2024 年 1月 24日（HANEDA INNOVATION CITY 

「HANEDA × PiO」） 

关于视察的 SNS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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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月 19日（神田外语大学） 

关于国际交流接待的 WEB登载 

2024 年 1月 25日（Instagram） 

民宿接待方的 SNS 发信 

 

 

６．在欢送报告会上发表访日成果和行动计划 

第 1组（访问地：熊本县）                 第 2 组（访问地：枥木县） 

【访日期间的感悟】 

科技与艺术融合。 

【访日期间相关主题的发表】 

日本民众对于和平的期许是我们中国人民共同希望

的，在同日方交流中，日方关于科技、艺术、文化

的融合创新也有很多有趣的理解。日本普通民众家

庭对于小朋友的教育方面，从礼仪以及文化知识上

都非常重视。 

【行动・计划】 

在社交网络上发布。 

【访日期间的感悟】 

・在三富今昔村和茂原燃烧垃圾处理厂学习了先进

且坚定的环保理念。 

・在日光东照宫领略了鲜明且厚重的历史文化，在

乡村民宿感受了质朴醇厚的乡土民风，既切身体验

了异国他乡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 

【访日期间相关主题的发表】 

・我们各代表团一起学习，共同生活，从陌生到熟

悉，建立了深厚友谊，在日本留下了美好回忆。 

【行动・计划】 

・我们能把此行的学习交流成果带回去，把我们彼

此的友谊带回去，把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故事

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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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组（访问地：德岛县、兵库县） 

【访日期间的感悟】 

・在这次的考察中，我们还感受到了日本人民

的热情与友好，在西阿波的民宿中，爸爸妈妈

们把我们当成家人般招待，与我们分享他们的

人生经历和家庭趣事，让我们感受到暖意。 

【访日期间相关主题的发表】 

・今天的日本现代设计在品牌设计、文字设

计、建筑设计等领域，都已经形成了“民族

性融合国际性”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国际上

的高度认可，其发展路径和风格形式同样也

为我们的设计发展提供了参考 ，很多地方值

得我们学习。 

【行动・计划】 

・这次考察活动中所看到的这些艺术设计作品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我作为大学教授，

计划将这次日本的见闻带回中国，向我的学生

们分享日本的设计理念。 

 

【访日期间的感悟】 

・我聆听了专题演讲，拓展了我的建筑视野，对建筑与气

候风土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领悟到建筑与自然环境

之间的关系。明白了日本的住宅从建造材质、形状的选择

都是高度切合了日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深刻理解了对日

本人民在建筑上的聪明才智。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

淡路岛的建筑群，以及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建筑，都让我亲

身领会了日本建筑设计的美妙。 

・博物馆之旅中，精美的展品不仅包含了日本历史文化的

艺术品，还涵盖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加上别具匠心的展

陈方式，是日本人民的艺术才能的体现，同时也感受到了

日本人民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开阔的艺术眼界和胸怀。  

【访日期间相关主题的发表】 

・这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让我深刻理解了世界各国人

民对艺术、对美的追求是一致的，这让我也认识到中日两

国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在艺术文化领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

合作，共同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在体验民宿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日本人民热情和

友好。这样的亲身体验不仅拉近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距离，

也增进了我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行动・计划】 

・我对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充满信心与期待。通过这次文化

交流，我深信中日两国的友谊将更加深厚。这样的交流不

仅仅是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更是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

一个重要步骤。期待未来，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民间文化

交流，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为中日友好关系的

长远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实施团体名：永旺康博诗株式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