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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4」2024 年日中残疾人福祉青年交流代表团 

 

1．活动概要 

【目的】 

本项目以“残疾人也能共同参与的包容性社会建设”为主题，通过邀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相

关机构的青年工作人员访问日本、参加主题相关考察和交流等活动，进一步深化日中两国在该领域

的合作。此外，希望能通过各种有关日本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考察活动，加深参加者

对日本的理解。 

 

【参加者】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相关机构的青年 29 名 

 

【到访地区】东京都、爱知县 

 

【日程】 

■访日前活动 7月 31日（周三） 线上事前说明会 

■邀请访日活动 

8月 5日（周一）～8月 9日（周五）5天 4晩 

 

日期 概要 

访日前活动 

7月 31 日 

【线上事前说明会】  

①主办方致辞 ②团长致辞 ③介绍参加者 ④介绍访日日程安排 

⑤介绍访日注意事项 ⑥介绍访日活动相关的对外宣传、问卷调查 ⑦答疑 

第一天 

8月 5日 

从羽田机场入境 

【欢迎会】 

第二天 

8月 6日 

【有关主题的讲座】 

厚生劳动省讲座 

主题：日本残疾福祉的现状与课题 

讲师：厚生劳动省 社会与援护局残疾保健福祉部企划课 

 

【拜访外务省】 

柘植 芳文 外务副大臣 

 

前往爱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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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8月 7日 

【主题相关讲座、交换意见】 

爱知县访问 

① 拜访爱知县知事 大村 秀章 

② 亚残运会相关讲座 

 

【主题相关交换意见、考察】 

和夏目 浩次 一般社团法人 La Barca 集团 久远巧克力代表 座谈会 

① 观看纪录片「巧克力众生」  

② 交换意见、答疑  

③ 考察店铺 

第四天 

8月 8日 

返回东京 

 

【主题相关考察、交换意见】 

考察东京都立水元小合学园 

①  参观校内设施  

②  数字康复训练体验 

③  答疑、交换意见 

 

【欢送报告会】 

第五天 

8月 9日 

参观日本科学未来馆  

由羽田机场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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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照片  

  

2024 年 8月 6日【有关主题的讲座】 

厚生劳动省讲座 

2024 年 8月 6日【拜访外务省】 

柘植芳文外务副大臣 

  

2024 年 8月 7日【主题相关讲座、交换意见】 

拜访大村秀章爱知县知事 

2024 年 8月 7日【主题相关讲座、交换意见】 

亚残运会相关讲座 

  

2024 年 8月 7日【主题相关交换意见、考察】 

和夏目 浩次 一般社团法人 La Barca集团 久远

巧克力 代表 座谈会 

2024 年 8月 9日【主题相关考察、交换意见】 

东京都立水元小合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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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参加者感想（摘选） 

◆这次访日，无障碍让我感触颇深。我看到出行不便的同事坐着轮椅就可以直接上大巴、上火车，

我还在卫生间发现了有盲文的按钮。更让我惊喜的是日本朋友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自发的关爱弱势

群体，一进候车室就有陌生的日本朋友为团队中行动不太方便的成员让座，虽然彼此说着听不懂的

语言，但善意本身就是最美好的语言。如此种种，令我非常惊喜！在我的印象中，无障碍卫生间主

要方便肢体残疾人，可这次我发现卫生间马桶清洁按钮上标注了盲文，这些重要却不容易被关注到

的细节被安排的井井有条，让人感动！在日本，物理上的无障碍与心灵交融无障碍同步，我想这个

国家的残障人士是幸福的，点赞！ 

 

◆日本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上做得很好，尤其是在厕所的通用设计理念。通过普遍设置无障碍厕所，

马桶厕所数量与蹲坑厕所持平甚至是全部使用马桶，让残疾人在外出使用厕所十分方便，不必特意

再提出特别的请求即可完成如厕，这一方面有助于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另一方面，也是

通过一种残疾人与普通人可以共用的设施消除两者间的隔阂与障碍，促进了普通人与残疾人的包容

共生。残疾的体现是一种行动或者交流上的障碍，通过越来越多消除身体障碍的措施或者设施设

备，残疾人与社会的融合程度会更加深化。当大多数障碍被消除，那么残疾人也可以不再称为“残

疾”，所有人都可以不被贴上标签和谐统一地生活。 

 

◆这次到日本交流，在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较多收获:一是无障碍建设方面，宾馆、

餐厅、卫生间等设施的细节设计上，体现出对残疾人细致的人文关怀；二是在残疾人就业方面，久

远巧克力工厂代表的情怀很让人感动，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吸纳残疾人就业；三是在残

疾儿童、青少年教育方面，东京都立水元小合校的环境很好，尤其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残疾人

康复训练方面，体现了科技对现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四是在残疾人体育方面，也预祝爱知

县举办亚运会、亚残运会圆满成功。 

 

◆在日中残疾人福祉青年交流活动中，我发现了日本对残疾人事业的深度投入与人文关怀。其完善

的法律体系、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创新的康复技术，让我深受启发。特别是日方在促进残疾

人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方面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对日本学校的访问记忆犹

新，该学校不仅针对残疾学生进行接送服务，更能够针对有需要的学龄残疾青少年个性化设计培训

方案，并与就业挂钩，确实是教育领域中的新发现。此行不仅增进了中日两国青年的友谊，更让我

在残疾人事业的新理念、新方法上收获满满，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合作机会，共同推动残疾人事业向

前发展。 

 

４．接待单位感想（摘选） 

◆能与从事中国残疾福祉领域的团员们交流，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机会。希望这次活动能给大家留

下深刻的印象。 

 

◆非常感谢大家的来访。中方参加者的热情令我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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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对外宣传（摘选）、新闻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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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在报告会上发表访日成果和行动计划 

  

【访日中的收获】 

无论是精心安排的参观活动，还是日常生活中每一

个细微之处的照顾，都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日本社

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尊重与包容我们亲眼见证了日

本社会对残疾人事业的广泛关注与高度支持。从先

进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到丰富多样的融合性活动，

再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都让我们深感钦佩。这

种对生命多样性的尊重与接纳，不仅展现了日本社

会的文明与进步，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

示。  

【行动计划】 

将所学所得带回中国，积极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努力推动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访日中的收获】 

这次访日让我深切感受到，尽管两国国情不同，但

在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身发展的

理念是一致的。在此次交流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日本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特殊人群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处处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对工业设计背

景的我来说非常惊喜。这启示我们，构建包容性社

会，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的无障碍，更是营造残疾人

无障碍参与的文化环境。  

【行动计划】 

在特殊教育领域分享相互的理念与实践经验，共同

应对老龄化社会给残疾人事业带来的新挑战。  

实施团体名称：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