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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盛唐风韵的舞蹈《唐印》，圆融似水、

刚劲如雷的武术表演《太极神韵》，活力动感

的青春热舞，融合汉字力量和日本特色的书

道表演……

日前，近600名中日青年齐聚中国人民大

学互动交流、展示才艺。贯通古今、美美与共

的精彩演出，将中日青年友好交流大会的气

氛推向高潮。

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来自日

本各地的近 300 名青年近日访华，分别赴北

京、上海、山西、江西、广东、云南等地参访。

为期七天的中国之旅给他们带来怎样的

触动？

看见真实而立体的中国

在江西景德镇感受艺术与乡村振兴碰撞

出的火花；在上海体会现代化发展和历史文

化传承相得益彰的魅力……日本青年们充分

感知着真实而立体的中国。

“这里通过瓷器与世界建立联系。”在景

德镇体验绘制陶瓷后，津田塾大学三年级学

生小谷菜奈子感叹，走进曾在书本上读到的

地方，更能体会千年瓷都的历史辉煌、现代创

新和未来发展走向。

在景德镇寒溪村与村民交流，感受瓷器、

茶道艺术与乡村振兴融合，日本筑波大学学

生上原拓也说，中国与时俱进的科技发展与

文化的传承发展让他印象深刻。

“对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和博大精深中

华文化的鲜活感受，如果不亲身前来，是不会

体会如此真切的。”他说。

此次日本青年访华团由日本三个友好团

体组派，日中友好协会是其中之一。“学生把

自己对访问中国的想法写成作文寄到地方友

好协会，经评比推荐得到访华机会。成员们

都满怀深入了解中国的热情。”团长佐佐木政

文介绍。

他说，日中友好协会从2014年起致力于

组织日本青年访华项目，“希望日本年轻人能

亲眼发现中国，正确理解中国”。

感受心与心的相遇

5 月 29 日的交流大会上，伴随着悠扬的

音乐，来自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林巧和四

名同伴代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表演日本

书道。

“‘暮云春树’摘自杜甫的诗，表达了对远

方友人的思念。希望两国友好关系长久地持

续下去——怀此心愿，我们写下这四个字。”

林巧说。

日本青年学生们即兴舞蹈，大屏幕播放

着这样的影像：从上海金茂大厦88层的都市

繁华，到大同云冈石窟的千年佛韵，再到云南

石林的鬼斧神工，每一帧画面背景不同，却都

洋溢着两国青年们朝气蓬勃的笑颜。

“这是一次心与心的相遇。”中方青年代

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张天烁道出大家的共

同心声。

青年间以心相交，也让中日友好历史佳

话浮现眼前：

从千年前鉴真大师东渡弘法的执着信

念，到阿倍仲麻吕等遣唐使传递的友好情谊；

从 1984 年 3000 名日本青年访华交流的热烈

景象，到第二年500名中国青年乘坐“中日友

好之船”应邀回访日本……真诚的交往交流，

增进着相互了解与友谊。

代表日中友好会馆随团来华的日本大学

商学部教授高久保丰回忆：“1985年，读大三

的我第一次到中国，中方无微不至的接待令

我至今难忘。”

这份感动使高久保丰投身中日民间交流

事业，四十年来累计访华70余次，“希望年轻

人能接过和平的接力棒，让两国友好薪火代

代相传”。

铭记历史是为了让和平的钟声永
远长鸣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共同守护和平也是中日

青年友好交流大会的题中之义。

怎样以史为鉴、共创未来？佐佐木政文

认为，日本学生当以本次访华为契机，认真思

考这一重要问题。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说：

“今天，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

是为了让和平的钟声永远长鸣，共同谱写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美好篇章。”

过去两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

了3000余名日本青年访华，今年将邀请更多

日本青年访问中国，也将组织中国青年访问

日本。

中日青年友好交流大会的分享环节，来

自上智大学的平野惠理代表日本青年发言。

当她用流利的中文说到“中日青年可以互相

尊重、互相帮助，创造更好的未来”时，现场响

起经久而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北京电）

日前，中蒙甘其毛都至

嘎顺苏海图铁路建设开工仪

式在中蒙边境举行。该项目

是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

乌德铁路建成通车后，时隔

近70年建设的中蒙第二条跨

境铁路。铁路由中蒙两国共

同推进，自中国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甘其毛都口岸

出境，经蒙古国嘎顺苏海图

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

嘎顺苏海图站，全长 9.91 公

里。中蒙双方明确跨境铁路

“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

联通”。

该项目中国境内段由中

国国家能源集团投资建设，

蒙方境内段由塔本陶勒盖铁

路公司投资建设。跨境段由

6.08 公里的桥梁连接，整条

铁路计划于 2027 年建成通

车，预计建成后每年可承担

3000 万吨货物运输，将甘其

毛都口岸年通关能力提升一

倍，有效带动中蒙两国跨境

物流、产业园区、边境服务等

业态升级，扩大中蒙在经贸、

能矿、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

合作，成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同蒙古国“草原之

路”倡议战略对接的重要

实践。

目前，该项目前期配套

工程——甘泉铁路已开通运

营，项目建成后，甘泉铁路将

与蒙古国南向铁路实现联通。中国国家能源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与蒙方企业通力合作，细化合作方案，深化在工程

技术、设备设施、施工管理等方面的对接，加快铁路建设进

度，推动项目早日投运。

蒙方高度重视该铁路建设，将其列为政府14个大型项

目之首。中蒙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铁路早日建成通车，成

为中蒙互联互通的新桥梁，为推动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

新动力。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沈敏娟说：“甘其毛都—嘎顺苏海图

口岸是中蒙货运量最大的公路口岸，中方援助的嘎顺苏海图

公路口岸基础设施项目正式启用，跨境铁路项目也开工建

设。相信随着两个口岸提质升级，将极大促进中蒙人员往

来、贸易畅通和产业联动，为两国相关地区发展带来新机

遇。”

据新华社电（记者 陈怡）中日韩合作秘书处近日在首尔

光化门广场举办年度“中日韩合作日”庆祝活动。

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在开幕致辞中说，

“中日韩合作日”是促进民众了解三国合作价值观、共创未

来发展远景的重要平台，三国的友谊将照亮共同前行的

道路。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致辞中表示，中日韩合作启动

26 年来取得重要成果，极大惠及三国人民和各自发展，也

有力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与经济一体化进程。“未来”是

“中日韩精神——2025年度汉字”，体现了三国各界对三国

合作的期待。我们应坚守初心、放眼未来，坚定维护好中

日韩合作势头，围绕《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全面均

衡推进“六大关键领域”务实合作，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推

动三国合作更多惠及三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注

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确定的2025-2026中日韩文

化交流年成为本次活动焦点，年度汉字“未来”的书法表演以

及三国艺术家联袂带来的歌舞表演诠释了三国文化的交融

共生。

活动现场还设立互动展区。在三国青年策划的创意项

目展台，民众们亲手制作创意钥匙链、姓名印章，并体验诗意

茶艺等，零距离感受文化交流的魅力。

本次活动还邀请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日本国家旅游

局及韩国安城市设置展台，推广三国旅游合作。

2010 年 5 月，中日韩三国在韩国济州共同签署了《中

日韩三国政府关于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的备忘录》。每

年 5 月 30 日被定为“中日韩合作日”，以庆祝三国合作与

友谊。

据新华社电 日本政府近日通过“知识产

权推进计划2025”，希望借助人工智能（AI）等

先进技术的应用、吸引海外顶尖人才，提高知

识产权竞争力，解决社会问题。

日本政府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的知识产

权战略本部会议上通过了上述计划，该计划

主要内容包括确立AI和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产

权制度，掌握AI和量子等新兴领域的国际规

则制定的主动权，以及利用日本具有优势的

内容产业推动地方振兴等。

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计划指出，生成式

AI可能对日本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要推进这

一技术的应用。同时，随着利用AI的发明和

创作增多，如何评估AI开发者的贡献将成为

重要课题，因此将就此展开探讨。

围绕利用AI的著作权问题，计划指出，将

持续加强AI大模型训练数据源著作权保护相

关法规的普及和指导工作。鉴于AI企业存在

训练数据源信息披露不足的情况，将研究建

立确保透明度的相关机制。

地方振兴方面，将包括动漫、电影、游

戏等在内的内容产业定位为核心支柱产

业，争取到 2033 年实现日本原创内容海外

市场规模达 20 万亿日元（1 美元约合 143 日

元）。到 2033 年，在全国选出约 200 处电

影、动漫故事发生地等，将其打造成“圣

地”，并结合当地美食、传统文化推广，激活

区域经济。

计划还指出，仅靠日本国内力量提高竞

争力存在局限，有必要完善吸引海外优秀人

才的环境。

在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方面，日本政府将

制定新的“国际标准化战略”，以在国际标准

制定方面掌握主动权。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会议上表示，知识产

权与技术是日本创收能力的源泉，对确保企

业竞争力至关重要，并强调为创造出具有竞

争力的知识产权，要从根本上强化 AI 的

应用。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公布的全球

创新指数排名中，日本此前的最高排位是第

4位，2024年已跌至第13位。“知识产权推进

计 划 2025”设 定 的 目 标 是 到 2035 年 重 返

前四。

据新华社电（记者 钱铮）日

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近日以多数赞

成票通过首部专门针对人工智能

（AI）的法律，旨在促进AI 相关技

术研发和应用并防止其滥用。

这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

究开发及应用推进法》指出，AI技

术是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也是重要

的技术。依据这部新法，拟设立

以日本首相为首、全体内阁成员

参加的“AI战略本部”作为日本AI

政策的“司令部”，并制定“AI基本

计划”。

新法提出，日本应在 AI 领域

保持研究开发能力，并提高相关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有

责任全面且系统地制定和实施推

动AI研发和应用的措施。

为防止AI技术被滥用而引发

侵权问题，缓解公众对生成式 AI

制造虚假信息等的不安，新法规

定，日本政府要对侵权行为展开

调查，并给涉事企业以建议和指

导，企业有义务配合相关调查。

对于使用AI制作虚假视频、侵犯

著作权等行为，日本政府将进行

分析调查，并可公开相关企业的名称。

根据日本总务省 2024 年版《信息通信白皮

书》，使用或使用过生成式AI的日本国民仅占人

口的9.1%，远低于美国的46.3%和德国的34.6%。

近一年来，日本大米价格屡创新高。日

本农林水产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 月 12

日至18日这一周，日本超市5公斤装大米平

均售价为4285日元（1美元约合144日元），再

创新高，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

大米是日本核心食材。面对一年间米价

翻番，日本百姓苦不堪言，直呼消费不起。日

本政府自3月起数次向市场投放储备米，试图

平抑米价，但目前看来收效甚微。此间专家

指出，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政府储

备米不过是杯水车薪。

供应能力下降与需求结构变化叠加，导

致日本大米短缺成为长期且深刻的社会难

题。日生基础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部副主任

研究员小前田大介说，从供应面来看，日本政

府长期推行旨在抑制大米产量过剩的“减反

政策”、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频发、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不足等都严重影响大

米产量。与此同时。2023年酷暑天气造成大

米品质下降，批发商为保证精磨成品率而加

大采购量，加之去年南海海槽地震预警以及

台风灾害引发民众囤积大米，导致需求骤增、

米价急涨。

今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向市场投放储备

米，3 月拍卖首批 15 万吨储备米。但不少日

本专家批评政府反应滞后，丧失了抑制米价

的最佳时机。

小前田说，一直以来，日本农业政策的目

标都是防止大米市场价格下跌，对投放储备

米的态度非常谨慎。政府收集信息和预测速

度赶不上剧烈的供需变化，制度掣肘、部门间

协调需要时间，导致紧急时期也无法灵活投

放储备米。

多摩大学特聘教授真壁昭夫指出，农林

水产省最初使用竞标的方式来选择出售储备

米的企业，优先与报价最高的企业签约。其

结果是，日本全国农业合作协会联合会收购

了 90%以上的政府投放储备米，形成实质上

的垄断，之后出货迟缓致此前投放的几批储

备米在平抑米价方面收效甚微。

农林水产省5月30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截至5月11日，3月份通过竞标方式投放的

约21万吨储备米中只有约2.7万吨到达了零售

企业，约占13%，算上餐饮企业等也仅有约20%。

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21日

在其就职新闻发布会上表明，将投放储备米

的方式由竞标改为政府直接与零售商签约。

5 月 31 日，通过此方式投放的储备米开始上

市销售，售价为5公斤2160日元，在限购的情

况下很快售罄。

专家们对后续米价回落并不乐观。三菱

综合研究所研究理事稻垣公雄指出，只要储

备米投放仅作为临时措施实施，其效果必然

是昙花一现。当前居高不下的米价能否经过

适度调整回落并趋于稳定，归根结底还取决

于整体供需平衡。

事实上，日本多地农协计划大幅提高收

购今秋稻米的预付款。全国农业合作协会联

合会新闻网站5月23日发布消息称，新潟县

农协收购2025年产一等“越光”米预付款目标

价位为 60 公斤 2.6 万日元以上，比 2024 年产

米高出9000日元。农协的预付款报价通常被

视作大米市场价格基准，普通日本消费者今

秋可能将迎来更高的大米零售价。

真壁表示，小泉与市场的博弈恐难轻易

见分晓。若业界无法形成“米价将趋稳”的普

遍预期，经销商势必延缓库存释放节奏。这

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大米流通领域专家常本泰志认为，只有

当消费者能够负担的价格与农户能够积极生

产的价格水平趋于一致时，真正的价格稳定

才有望实现。

小前田表示，为维持未来大米的稳定供

应，日本亟需构建不过度依赖生产调控和政

策干预的可持续农业体系。这需要制定能精

准捕捉需求波动的库存战略，以及具备风险

快速响应能力的决策机制。将农业生产一线

的实际诉求纳入政策考量，同时强化连接消

费者与生产者信任的协调机制，应是今后大

米相关政策的核心。 （新华社东京电）

近日，釜山广域市与釜山旅游发展局在浙江杭州举行“闪闪釜山”主题旅游路演活动，吸引逾6000名杭州市民参与。

本次活动通过旅游推介会、丰富多彩的体验、K-pop随机舞蹈表演等形式，全方位向杭州市民展示釜山旅游资源，旨在吸引

更多中国游客赴釜山观光。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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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朱超 陆君钰

“中日青年可以创造更好的未来”
近 300 名 日 本 青 年 应 邀 访 华 ：

据新华社电（记者 陈泽安 李子越）日本首相石破茂近

日说，美国关税措施对日本产业的影响正在显现，日本政府

决定全力支援本国产业。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政府当天在首相官邸召开会

议，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关税措施。石破茂说，受美国的关

税措施影响，部分日本企业预计本财年的利润将减少，中小

企业对未来前景表示担忧。

会议决定动用本财年预备金补贴电费和燃气费，并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美拟于美国东部时间30日在华盛

顿再度举行关税谈判。日方谈判代表、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

泽亮正27日说，将谨慎推进日美达成协议，避免因急于达成

协议而损害本国利益。

截至目前，日美已举行三轮关税谈判，日方要求美方全

面取消加征关税，但美方对此持否定态度。

为何日本政府平抑米价努力难见成效
新华社记者 钱铮

日本计划借助 AI 提高知识产权竞争力

美国关税措施对日本
产业影响正在显现

日本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