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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周雅婷

去太平街旅游，你会看到来自苏丹的湘商；去四方坪解馋，你能吃到来自加纳老板的烤串；去岳麓山散步，你能坐在尼日利亚店主的
书店……近年来，星城长沙的街头小巷，涌现了越来越多非洲商人，而这些“洋老板”很多都曾漂洋过海来湖南求学。

今年 11 月，湘潭大学首届青年文化交流节开幕并发布“青年友好计划”。现场，来自中国和“一带一路”众多国家在内的中外青年齐聚一堂，
上百位“洋学生”打卡“青春文化集市”，奏响青春乐章。

跨国求学，这个词并不新鲜。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国对非洲学生充满吸引力，非洲学生开始选择湖南作为第二母校所在
地。教育部数据显示，非洲在华留学生超过 30 万人次，相比五年前增长了近 50%。不少非洲青年学成之后，留湘安家创业，在“第二故乡”
发光发热。

“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这群在中国深造后留下来创业、就职的留学生如何与这片土地相向而行、双向奔赴？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采访了多位非洲青年，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看他们如何与湖南、与中国相拥向未来。

“在中国创业，充满激情！”

来自坦桑尼亚的艾森今年 25

岁，他是中南大学土木工程

管理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2018 年，他来到中国，成为武

汉科技大学的学生。早在大三

时，他就跟着自己的老师赖斯

学习创业。

今年 33 岁的赖斯是武汉

理工大学新能源与自动化专业

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中国已经

14 年了，目前他和

艾森以及创业

团队一起深

耕中非跨

境贸易。

“我

选择了

中 国，

这 是 我

做 过 的

最棒的选

择！” 赖 斯

告 诉 记 者，14

年前，在刚果（金）

选择来中国留学的人还是少

数，高中毕业时，远在浙江留

学的哥哥向他“安利”了中国。

“这里物价低、环境好，生活

安全，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很

友好。”

后来，赖斯亲身经历着这

种友好。“那时我中文不好，看

不懂学习资料，同班的中国同

学就帮我一个个解释单词的意

思。他怕我一个人在异乡孤独，

还带我回他的老家，一起参加

他父亲的生日宴。”

硕士毕业那年，和赖斯关

系最好的一名同学问他，有没

有兴趣一起创业。

“我曾参观过湖南的一个

制造车间，机械化流水线作业

的生产车间，能够制作出做工

精良的产品，还可以远销世界

各地。”在参观完工厂的那一

刻，创业的种子在赖斯心中开

始发芽。

“我和几个来自非洲国家的

小伙伴讲述

了一下我的

想 法， 他

们 也 非常

有兴趣，也

加入到我们

的创业队伍中

来。” 赖 斯 说，

他们合伙开了一家

科技信息咨询公司，既

做研发也做贸易，“中国发达的

电商平台可以提供完整的网络

数字化产供销链，我们可以把

非洲需要的卡车、汽车配件以

及建筑、矿产、农业、新能源

相关的设备卖回去，也可以帮

助中国的厂家研发，按照国际

标准进行出口。”

然而，在异乡创业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语言、文化差异

都有可能成为一次合作失败的

导火索。这时，赖斯的朋友们

再度“上阵”。“中国朋友帮我

和供应商解释、协调沟通，同

时，非洲朋友也会帮我寻找合

适的客户，促成双方的合作。

我们有来有往，互帮互助，关

系也越来越密切。”

作为新一代“创客”，赖斯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投身到中非

跨境电商的浪潮中，如今湖南

就是他们的重点市场。

“我见证了这些年来中国的

建设和变化，也看到越来越多

同胞们来中国求学、创业或就

业。”赖斯说，他很想和更多

的非洲“创客”一起为中非跨

境电商贸易添砖加瓦，架起更

坚固的中非友谊之桥。

于是，赖斯开始组织起专

门针对外国创业者的论坛和培

训，有销售、互联网等各种各

样的话题，以线上+ 线下的模

式，办了300 多场。“参加培训

的学员后来很多都成了我的‘学

生’，甚至是合作伙伴。”

而艾森就是在这样的机遇

下，开始了创业。他告诉记者，

即时配送的移动互联网购物平

台在坦桑尼亚是从未有过的。

如今，他将该平台的运营模式

“搬”到了坦桑尼亚，“我的父

母家人帮我负责具体的运营工

作”。

这一新型的购物模式让不

少坦桑尼亚人十分新奇，有不

少人通过网络下单，但更多的

人处于观望状态，“大家害怕

下单付账后，商品却没有送到

手中”。

经过一个月的运营，艾森

发现受众还并不能够接受这一

购物方式，但是他没有气馁，

不断根据坦桑尼亚的实际情况

改良着，“希望能够用中国的方

式，让我们国家的人们也可以

生活得更加轻松便利”。

埃塞女子计划和丈夫留湘创业

故事

“我叫马新达，今年 4 岁，很

高兴认识你……”11月25日，在

中南大学校园，曼妮牵着女儿马

新达散步，小姑娘脱口而出的长

沙方言吸引了无数学生。

今年 30 岁的曼妮来自非洲埃

塞俄比亚，正在中南大学土木工

程专业攻读博士，之前的硕士学

位，她在湖南大学获得，学的是

机械工程。

“这些年中国飞速发展，现代

化的便利生活和热情友好的人们，

吸引了越来越多不同国家的年轻

人来到中国。”曼妮告诉记者，一

开始，她选择来中国留学的原因很

简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制

造业方面发展很快，我们国家的

很多大型项目也由中国公司承建。

来中国之前，听项目上的中国师傅

们介绍中国，我很憧憬。”

2018 年，曼妮正式来到中国

深造。抵达中国后，曼妮渐渐养

成了使用微信等社交平台的习惯，

浏览她的微信朋友圈，随处可见

的是各式各样的中国美食照片和

文化景点的打卡记录。

“我对中国美食爱不释手，尤

其是湘菜那火辣辣的味道，就如

同中国人热情奔放的性格，他们

给予我的关怀与温暖，总让我感

觉就像一家人，这份深情厚谊让

我这个异乡人倍感温馨。”曼妮告

诉记者，中国同学们常常带她逛

老街小巷，吃臭豆腐、糖油粑粑、

小龙虾等特色小吃，还邀请她去

家里过传统节日，教她学中文。

觉得长沙像“家”的曼妮在硕

士毕业后开始面临着选择——是

学有所成归国工作，还是留在中国

继续深造？曼妮最终决定和丈夫

一起继续留在中国完成学业，并

把 4 岁的女儿也接到了湖南。

“但我们也在思考，能不能用

我们所学的知识，为我们的两个

‘家’做点什么。”

2023 年， 中国埃 塞 双 边贸

易额达 3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中国成为埃塞第一大贸易

伙伴、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和第一

大工程承包方。“这几年，我也跟

着学校里的教授学知识、做项目，

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曼

妮说，自己渐渐有了创业的想法。

审视当下，海外人才异国就业

已成为趋势，而中国则是他们的

热门选项。

在多地考察后，曼妮发现，土

木工程这个行业需要大量的基础

设施支持。“而据我所知，非洲的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不足

之处，比如工程设施不完善，需

要升级或改进。”因此，她和丈夫

计划在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开设企

业，将中国的机械设备出口到埃

塞俄比亚，希望未来可以辐射到

整个非洲市场。

“目前我正在联系一些伙伴，

争取进行合作，下一步就是去‘进

货’。”谈及未来，曼妮充满了期待。

在她看来，如今中国多地早已掀

起创新创业热潮，年轻“创客”层

出不穷，作为其中一员，她也期待

着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我

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传播中非

友好的‘使者’，不仅销售中国的

商品，也希望把中国造福世界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把女儿接到长沙， 投身跨境电商非洲学生联手创业，

非洲在华留学生超过 30 万人次，较 5 年前增长近 50%

曼妮（前左）带着女儿马新达和同学们一起玩耍。

马 新 达（ 右 ）
来长沙后，交
到了新朋友。

赖斯（中）和艾森（左）在湖南开会交流项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