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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网络主播，小米已

经在中国创业12 年——在中非

两地成立外贸公司、进口中国

优质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卖到

全球……在长沙大力发展跨境

电商的契机下，小米闯出了自己

的国际贸易新赛道。

小米来自马达加斯加，因为

袁隆平院士，她早早认识了长沙。

两年前，小米把家从武汉搬到

了长沙，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

“长沙的电子产品、建筑产

品在非洲都很好卖。”小米表示，

自己在马达加斯加建立了涵盖

32 家门店的中国产品销售网络，

进口日用品、电子产品、服饰以

及小型农业机械，同时把丁香、

香草荚等非洲农产品销往中国，

累计进出口额已达 100万美元。

支持

中非合作，教育大有可为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湘非

经贸合作对涉非人才产生了迫

切需求，湖南的非洲研究也走

在全国前列。尤其在教育领域，

湖南各大高校对非洲留学生的

培养力度持续加大，为各国输

送了不少综合性人才。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了解到，

早在 1978 年，湘潭大学成立了

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非洲研

究机构“非洲研究室”。2010 年，

湘潭大学又成功入选中国教育

部“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

与东非排名第一的乌干达麦克

雷雷大学结为合作伙伴。

在 中 南 大 学，2016 年 至

2018 年，非洲国际学生占在校

国际学生的比重高于 35%。此

外，2021年 9月，湖南大学牵头，

与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

农业大学共同组建了中非经贸

合作研究院，旨在为中非经贸

可持续发展输送和培养复合型

经贸类人才，为中非经贸合作

企业现实需要开展咨询服务。

据湖南省教育厅数据显示，

全省高校共有在校非洲留学生

1500 多人，分布在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4 所

高校。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

学、湖南工业大学等 6 所高校

与非洲高校签订合作协议。高

职院校为在非企业员工开展境

外培训，涉及卫生、水利、环境、

道路运输、轨道交通、能源矿场、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领域。

在全球化的广阔舞台上，

留学中国已然成为众多非洲

青年的热门选择。湖南这片

融合了深厚历史底蕴与现代

蓬勃活力的土地，也成为了

他们的心仪之地，这里不仅

是他们学术探索的殿堂，亦

是职业启航的港湾。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洲

留学生会选择在湖南留下足

迹与汗水？这背后，有湖南

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

有率先全国推出、助力国际

青年逐梦大陆的“创业签证”

与国际青年创业港，有湖南

与非洲高校共建孔子学院的

心手相牵，有湘非 8 对友好

城市的结伴同行，更有在贸

易与工程建设、数字经济等

领域迈向新高度的湘非合作。

而放眼全国，也有越来

越多的非洲青年找到了属于

自己的舞台，在各行各业发

光发亮。在浙江杭州，津巴

布韦的李帅常常参加社区志

愿活动，交了一群新朋友；

在非洲流行舞的动感节奏中，

喀麦隆青年沙力为搭建中非

体育文化交流桥梁贡献力量；

尼日利亚青年季伟森在研究

和旅途中，感受中国传统与

现代交融的城市魅力；刚果

（布）青年王子在高性能沥青

材料的研究中，憧憬着非洲

“路通百业兴”的未来……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留学

生能够选择湖南、留在湖南，

反哺社会、贡献智慧。我们

也相信，在湖南这片充满机

遇和活力的土地上，每一位

留学生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

想和追求，共同书写中非交

流的新篇章。

编后

为了留住外籍人才，充分发

挥他们的优势推动长沙外贸高

质量发展，湖南率先推出“创

业签证”，并在中国 ( 湖南 )自由

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打造了国

际青年创业港，着力解决国际

人才签证、市场、资金的三难

问题，挑选有意向、有资源的

优秀外籍应届毕业生，由公安

部门发放签证、并给予创业指

导和帮扶。

而在全球创业的大潮中，长

沙也逐渐成为中非青年追求梦

想的热土。

为了激发更多中非创业青

年的激情，将非洲青年与中

国丰富的创业资源结合起来，

2023 年 6月，中非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在湖南湘江新区成立，

成为众多海外华媒和非洲创业

青年的聚集地。该基地不仅为

创业者们提供了一流的创业环

境，还将中非创新创业的多重

可能性带入现实，让每位年轻

创业者都能无忧前行。

据了解， 基 地面 积 达 到

2000 平方米，为创业者提供免

费的办公场地以及全方位的服

务支持，包括物业管理、商务

对接和创业指导，确保每一个

创业梦想都能在这里落地生根。

如今，基地已经吸引了来自50

多个非洲国家的多达 200 家机

构与企业，成功孵化了一系列

富有前景的项目。

长沙逐渐成为中非青年创业热土

2023 年 6 月 29 日，马拉维

共和国驻长沙总领事馆正式开

馆，马拉维共和国在中国开设的

第一家领事馆落地湖南。

“湖南就是我们在中国的

家！”来自马拉维的留学生萨拉

亲眼见证了这一刻，这让她对长

沙感到更加亲切。

28 岁的萨拉是湖南工商大学

的硕士，在 2022 年来中国之前，

她已经在马拉维有过创业经历。

为了继续发展，萨拉跨国深造，

选择了和做生意息息相关的工商

管理专业。“我喜欢中国人做生

意的方式，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

文化和中国人”，因此，萨拉将

自己的大学定在了湖南。来到中

国后，这里的一切都让萨拉惊讶。

“在我的国家，大部分的商

店、餐馆下午5点就已经结束营

业了，但在中国，你可以找到 24

小时营业的店铺。”萨拉说，相

比较非洲，中国非常安全，各项

措施也十分便利，“大家可以通

过上网，就完成很多的事情”，

不仅如此，她接触到的中国人都

十分勤奋，会不停

地工作、学习。

刚到中国，最让

萨拉不习惯的是交

通。“在我们国家，

我们一般搭乘公共

汽车出行，但在长沙，

大家习惯坐地铁和

网上打车。”这一切

对萨拉来说都是陌

生的。好在，她的中国同学们及

时递来交流的橄榄枝，一步一

步告诉萨拉如何使用网络，如何

搭乘地铁。

漂洋过海到湖南，萨拉没有

忘记自己的创业梦想。在一次广

州之行中，她发现那里有不少商

品正是马拉维人民喜欢的。于

是，她从“代购”做起，帮助生

活在马拉维的商人采购湘绣、美

食、衣物等湖南特产。时间久了，

她不再满足这一模式，今年年初，

她把生意搬到了线上，将“代购”

生意进一步升级，直接将中国各

地的商品卖向马拉维。

“中国的小商品在马拉维很

受欢迎，我在马拉维的客户已经

发展到了一百多人。”不仅如此，

由官方组织的中非青年合作交流

活动也让萨拉收获满满。去年，

她参与了在长沙举行的中非青年

创新创业论坛。“在那里，我看

到了《中非青年创新创业故事集》

里，我的同胞们如何来湖南投资

创业、成就梦想。”萨拉打算进

一步扩大自己的生意，还计划着

把家人接来中国，一起帮助自己

创业。“我要让更多的马拉维人

能够用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让

中国人更加了解马拉维。”

链接

他在湘潭当大学老师：教书育人，出书授课

“在中国17 年，我已经成为了

一个‘中国通’了。”卡斯是湘潭

大学法学学部的一名外籍教师，

2007 年，成绩优异的卡斯获得了

中国奖学金，从布隆迪来到了中

他在长沙当中医：培训 3000 多名乡村医生

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

院，有着这样一名科研人员，

他叫迪亚拉，是来自非洲马里

共和国的一名西医全科医生。

1984 年，迪亚拉来到中国学习，

因为被中医吸引，他弃“西”从

“中”。经过 10 年的学习，他

成为了一名中医专家。2013 年，

迪亚拉又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进

行研究工作，成为了世界首位中

医外籍博士后。

多年来，迪亚拉热爱公益，

参与了多次抗灾救援，和中国的

医生一起抗击非典和新冠肺炎。

他在中国免费培训了3000 多名

乡村医生，还为部分乡镇编写

地产中草药手册，和中国初级

卫生保健基金会专家一直在 51

家地市级中医院开展中医药文

化与专科建设培训。也因为如

此，迪亚拉被大家称为“黑求

恩”。

由于在基层医务人员培训、

乡村诊所援助、农村初级卫生

保健、社区健康教育、艾滋病

预防教育等公益活动中的突出

成 绩，2012 年， 迪 亚 拉 获得

中国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

奖——最具爱心楷模”表彰。

她在长沙当主播：研究新媒体，把好商品销往非洲

国，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的一名留学生。后来，他

又申请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在厦

门，卡斯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

女生，后来他们成为了夫妻。

2024 年，卡斯被湘潭大学

法学学部聘为教师。卡斯坦言，

在大学当老师很不容易，要完

成教研任务，还要用中文为学

生们上课，“2024 年下学期，

我还成为了三名中国硕士研究

生和一名博士留学生的导师”。

但卡斯已经习惯了一名大

学老师的工作氛围，为了督促

自己不断前进，卡斯给自己设

定了小目标：每个月必须发表文

章。入职半年来，卡斯已经发表

了十余篇论文，出版了一本著作，

“第二本书在年底前也将出版”。

如今，卡斯已在中国生活了

17 年，不论是中国，还是布隆迪

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刚来中国时，我的父母

特别担心。”卡斯说，他们担心

自己来中国留学，无法找到一份

心仪的工作，但看到中国在世界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和布隆

迪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深，卡斯的

父母开始鼓励卡斯在中国好好工

作，好好生活。

将湖南产品卖到当地马拉维姑娘当“代购”，

萨拉和她的同学们。

卡斯和他的老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