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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媛媛
实习生 乐东山

尼日利亚拉各斯市坐落于非洲西海

岸，是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在

这里，一列蓝色列车从轻轨站台缓缓驶

出，满载乘客沿海岸线向西行进。湛蓝

的车厢犹如一条希望的绸带，与蔚蓝的

天空相映成趣。

这条全长 13公里，设 5个站点的轻轨

蓝线，是西非第一条由中国企业自主设

计、建造、施工、运营的全产业链电气化

城市轻轨交通项目，也是非洲第一条跨

海铁路。2023 年 1 月，拉各斯轻轨蓝线一

期通车，助力这座西非人口第一大城市成

为一座繁荣、有竞争力的现代化都市。

近日，拉各斯轻轨蓝线迎来三列中国

制造列车，新列车的投入将显著提升通勤

效率，标志着该市公共交通系统升级的又

一里程碑；同时，蓝线二期工程建设稳步

推进，预计 2026年完工。

授人以渔，14年的坚守与传承

2009 年 7 月，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

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四院”）承

揽设计的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项目正式

启动。“世界那么大，我想到广阔的非

洲大地去看一看。”前尼日利亚拉各斯

蓝线项目经理李国忠自告奋勇，踏上了

尼日利亚的土地。没想到，一去就是 14
个年头。

如何解决拥堵的交通问题成为历

任州长的执政焦点。然而，当时的尼

日利亚政府倾向于相信加拿大公司的

地铁标准。“他们对中国地铁标准完全

不熟悉。很多基础性的数据，都需要我

们极其耐心地解释。”李国忠回忆道。

“出手文件的质量就代表我们的经营

水平。”秉承这样的理念，李国忠曾冒着

非洲大陆 40 多摄氏度的高温，带领团队

进行勘测；也曾穿过武装劫匪活动猖獗

的地区，顺利完成考察。“我们利用半年

的时间完成初、定测及初步设计，之后

根据业主意见， 3 个月完成了先开段施

工图。”提到这里，李国忠满是自豪。功

夫不负有心人，努力最终得到了尼日利

亚政府的认可。

在项目进行的 10 余年，中方团队始

终秉持着“授人以渔”的信条，将技术

传授给当地员工。“团队采用‘1 个中国

组长带 3-6个当地工人’的模式。”李国

忠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中国工程师

不仅教会了当地人操作钻机的技能，还

培养了测量等专业技术人才。最终， 6
名中国勘测人员培养出的当地测量工人

都成为了技术骨干。

经过 14 年的努力，轻轨蓝线一期终

于在 2023 年成功通车，极大地改善了当

地的交通状况。同年，拉各斯轻轨蓝线

二期启动。从一期到二期，团队成员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不变的，是对“授人

以渔”的传承。

“2023 年刚到拉各斯项目部时，没

有试验人员。”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

线项目地质路基工程师郑世龙回忆道。

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和促进当地技

术人才的发展，郑世龙牵头组建试验

室并自学试验相关技术要领，并将所学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学徒。

“初期，他们对仪器操作与试验数据

分析极为生疏，常常出错。”郑世龙告诉

记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充斥着各

种小插曲。有人因操作不规范导致仪器内

部电路损坏；有人因读错数据，导致试验

重来。“不断出现错误，我们就不断总结

经验，重新再来。”在反复的试错中，当

地员工逐渐掌握了技术要领，逐渐都可

以独当一面了。对此，郑世龙满是自豪与

欣慰。

尼 日 利 亚 籍 工 程 师 玛 维 斯·奥 托

伊 德·克 里 斯 托 弗 是 接 受 培 训 的 当 地

员工之一。“最初，我对中国同事使用

的 全 站 仪 感 到 非 常 陌 生 。他们用中文

操作仪器，我几乎听不懂。”玛维斯告诉

记者。

在一次施工中，玛维斯负责现场放

线。由于不熟悉误差允许值，他放错了高

程。中国师傅发现后，不仅没有责备他，

还带着他重新测量，并详细讲解了测量的

规范和误差允许值。“中国师傅不仅教我

技术，还教我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些

技术，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符合标准。”玛

维斯对此深受感动。

项目为媒，中尼青年收获
成长与友情

阿扬托因·因卡·阿扬迪兰于 2013 年

加入了项目部。在加入项目部前的 16
年，他一直是一位“小黄面”司机。“小

黄面”是当地的一种小型面包车，这种

核载 8人的面包车经常“塞”进 16人。

2013 年 8 月 ， 因 卡 的 女 儿 小 学 毕

业，儿子即将出生，34 岁的因卡结束了

16 年的“小黄面”生涯，应聘成为铁四

院尼日利亚项目部的司机。“我很喜欢也

很珍惜这份工作。”因卡表示。

为了确保项目部人员能够随时用

车，因卡每次出车回来都会将车洗得干

干净净，并做安全检查。尽管项目部离

他的家有一个半小时路程，但是他每天

都准时到岗。

“因卡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

和责任感。”提到因卡，现尼日利亚拉各

斯蓝线项目经理马彦祥赞不绝口。马彦

祥回忆，有一次，项目部雇用的大吊车

在运输控制桩的途中抛锚，当时天色已

晚，当地的一些地痞流氓拦住了车。因

卡毫不犹豫地冲到前面，与他们据理力

争，保护项目部的设备和人员安全。“因

卡的勇敢和责任感让我非常感动。他不

仅是一个好员工，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

朋友。”马彦祥说。

现在，因卡不仅是项目部的司机，

还成长为项目部的一名管理者，负责协调

和管理当地的工人。在项目部招聘新员

工时，他总是能够迅速找到合适的人

选；他还会根据员工的出勤情况进行考

核，确保团队的高效运作。到去年年

底，因卡成为了尼日利亚项目部最资深

的员工。“我想在这儿干到开不动车为

止。”因卡说。

“我记得第一次去拉各斯的时候，是

因卡一个人过来接我的。他见了我特别热

情，给了我一个拥抱，还把我手里的行李

箱接过去，带着我走。”尼日利亚拉各斯

轻轨蓝线项目桥梁工程师梁亚东回忆起

2023年年初到拉各斯的场景。

在项目部工作的这几年，梁亚东想

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挑战”。让他记

忆犹新的一项工作，是把既有的一座旧

桥拆除，然后在旧桥的原位上新建桥

梁。“收集到的旧桩资料与实际施工的位

置误差很大。本可以 3 天完成一根桩基

的施工，因位置冲突，我们用了一个多

月。”梁亚东当机立断，决定组织现场施

工人员对既有旧桩一一测量，根据实测

的数据重新调整优化新建桩基位置，大

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这段宝贵的经验，不仅为我今后的

设计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也让我养成

了对既有资料保持审慎态度的习惯，更

加注重实地勘察与数据验证。”梁亚东告

诉记者，这是他负责的第一个海外项

目。这份工作让他不断总结经验，收获

满满。他说，这份工作赋予他的另一个

关键词是“满足”。

轻轨传情，3.5 元架起中
尼民心桥梁

2013年 8月，因卡的女儿在放学后失

踪了。因卡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却没有

任何线索。得知这一消息后，项目部通知

因卡：“你先找女儿，我们给你放假。”

因卡告诉记者，当时项目部的中国

同事们和他一样着急，一直通过各种渠

道帮忙寻找，还筹了一笔钱用于张贴寻

人启事。 3 天后，一位老人拿着寻人启

事赶到警署提供线索，最终女儿被安全

地接回了家。

这次经历让因卡深受感动，也让他

更加坚定了在项目部工作的决心。“中方

人员就是我的朋友！”因卡说。

拉各斯轻轨项目不仅让当地员工感

受到满满的爱与成长，也切实改善了当

地百姓的生活。

“轻轨不堵车，比较准时，也比较

安全。而且乘坐舒适，因为车厢内有

空调。”玛维斯告诉记者，当地很多百

姓以前上班要花两个小时，现在坐轻

轨只需要半小时。而且轻轨的票价也

不高，全程仅需 750 奈拉，约合人民币

3.5 元，当地百姓大多支付得起。

“除了改善交通，轻轨蓝线还为当地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马彦祥介绍，

在一期和二期施工阶段，项目曾为当地

3000 多名工人提供工作岗位；在后续的

运营阶段，总运营岗位规模预计将达

到 1000 人以上。不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

人通过这个项目学到了知识，锻炼了技

术能力。不仅如此，项目部给当地员工

提供的待遇都会稍高于当地的平均水

平，更进一步改善了员工的生活水平。

在做好项目的同时，项目部也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了解尼日利亚文化，传递中

国故事，增强双方文化互通互信。 2024
年 8月，铁四院“火车头·四院·启梦”科

普服务队的青年工程师们走进拉各斯大

学，与 150 余名师生分享中国轨道交通

的“黑科技”。当悬挂式空轨和无人驾驶

技术的视频播放时，教室里响起阵阵惊

叹声。一名当地土木系的学生激动地

说：“未来我想加入拉各斯交通管理局，

用中国经验优化我们的公交网络。”

尼日利亚搭上轻轨快车道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梓元
记者 叶雨婷

近日，一个长着小尖牙、一对尖耳朵、

有些“丑萌”的中国玩偶席卷全球。

据了解，这个名叫“拉布布”（LABU⁃

BU）的玩偶，不仅掀起了全球抢购潮，还

引发众多海外知名人士推荐和分享，多

家外媒表示，“拉布布席卷全球”“时尚

圈为拉布布疯狂”。不仅如此，更有外媒

表示，中国潮玩正在深远影响现代全球消

费文化。

6月 10日，全球唯一一只薄荷色拉布

布在北京举行的拍卖会上亮相，落槌价为

108万元，引发社会关注。6月 14日，“盲

盒”潮玩厂商泡泡玛特发布公告，称因近

期线下销售现场存在潜在安全隐患，决定

暂时中止拉布布毛绒玩偶及其毛绒钥匙扣

全系列产品在韩国的线下销售。而早在 5
月底，泡泡玛特已暂停该系列产品在英国

的销售。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洛杉矶粉

丝感叹，“想买只拉布布太难了，只能加

价从黄牛那买”。

不仅如此，从蕾哈娜、杜阿·利帕到

麦当娜、贝克汉姆，众多耳熟能详的欧美

明星都曾被拍到携带拉布布玩偶，并将其

作为新潮配饰公开亮相。在 TikTok 上，

围绕拉布布的开箱视频、收藏展示层出不

穷，带有“#Labubu”标签的帖子已超过

170万条，掀起了全球范围的社交热潮。

泡泡玛特美洲区负责人艾米丽·布鲁在

给母公司的邮件中直言：“我们调皮可爱

的拉布布，其全球影响力远超预期。”4
月 27日，她在接受美国 NBC 采访时也表

示，过去几个月，拉布布在海外市场的表

现“超出预期”，这一角色“正在全球范

围激发共鸣”。

不仅是泡泡玛特，近年来，越来越多

中国潮玩品牌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行业

第二大厂商 52TOYS紧随其后，加速海外

布局；名创优品旗下的 TOP TOY 则宣

布，未来 5年将在全球新开超过 1000家门

店，意在深耕海外年轻消费群体。泡泡玛

特的成功，成为中国潮玩行业掀起“出海

潮”的重要推力。52TOYS创始人陈威在

接受 《财新周刊》采访时表示，东南亚是

“增长最快的市场”，公司将依托中国成熟

的供应链和差异化 IP 策略，力图在海外

站稳脚跟。

除了企业品牌，一些中国原创 IP形象

也通过跨界合作赢得国际关注。例如，来自

上海的设计师潮玩 ROBBi曾与法国高端

香水品牌 Creed 联名推出限量款玩偶，并

选择全球同步发售，而非仅限于中国市场。

这股“国潮”风，让外媒感叹中国文

化的吸引力。美国《时代》周刊指出，过去

“中国制造”常与廉价代工画上等号，而

如今以泡泡玛特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潮流

品牌正通过讲述本土 IP 故事、输出独特

审美来刷新“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埃

默里大学教授埃里卡·金坂在接受美国《时

代》周刊采访时表示，社交媒体和跨境电商

的兴起打破了刻板印象，让更多国际消费

者重新认识中国原创品牌。她直言：“过去

将中国商品与劣质、仿冒画等号的认知，其

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逻辑。”

中国潮玩已从小众爱好成长为一种跨

文化现象，埃里卡·金坂指出，潮玩缺乏

传统意义上的实用功能，但它们“能为平

凡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与想象力”——这正

是 Z世代与千禧一代消费者所看重的情感

价值。

美国 《经济时报》 6 月 4 日的评论表

示，中国制造的小小的玩偶所激起的，是

全球消费者的巨大共鸣与渴望。不论是出

于对设计的欣赏、对潮流的追逐，还是单

纯沉醉于“拆盲盒”的乐趣，人们在潮玩

中找到了情绪寄托与生活想象。《经济时

报》写道，中国潮玩正成为现代全球消费

文化的一面镜子：体型虽小，影响深远。

新加坡 《南华早报》援引新加坡品牌

咨询公司 iMpact 创始人佩雷拉的话指

出，拉布布的成功证明中国品牌可以凭借

普世情感共鸣取胜，“它们讲述的是中国

故事，却从未刻意提及中国”。

6 月 12 日，当被媒体问及如何评论中

国科技、游戏、文化等产品风靡全球等现象

时，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从说走就走的

“中国游”到琳琅满目的“中国购”，从深度

求索的人工智能到中国潮玩、影视剧风靡

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走进中国，了解

中国，冲破了认知茧房，收获情感共鸣。

“这充分说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分国界，不分民族，

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一个更加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正被越来越多人看

见。”林剑说。

外媒：中国潮玩风靡海外，收获情感共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傅 瑞

“你好，我叫 Jasmine！”在抖音的短

视频中， 20 岁的嘉敏 （Jasmine） 经常这

样开场。她来自澳大利亚，是一名有 50
多万粉丝的博主，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比

起做内容，她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讲故

事的人，一个文化间的旅行者，用镜头和

语言记录她对中国的理解与喜爱。

嘉敏在中国香港生活了 13 年。小时

候，她上的是中英双语学校，一半课程中

文，一半英文。嘉敏有一个弟弟、一个妹

妹，3个人的汉语都说得很流利。嘉敏告

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们的父母虽然

不会中文，但对他们仨的汉语学习相当支

持，会鼓励孩子们彼此用中文聊天。“只

要我们到了中国，就会挑战自己：出门不

说英语。”嘉敏说，他们仨会努力营造中

文的语言环境，有时甚至还会讨论中国网

络用语和“中文梗”。

在她看来，语言不只是工具，更是连

接世界的方式。她表示，一开始做社交媒

体纯粹是“太无聊，随手玩玩”，于是便

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一起“上镜”，把每

个人的名字首字母连起来创建了个叫

“JLA”的账号，和网友们分享日常。没

想到，一条“我们要去中国”的短视频突

然火了，点播量飙升，姐弟三人顿时收获

了大量关注和留言——有粉丝给她和家人

画像，也有一位妈妈告诉她，女儿因为看

到她的视频而决定学习中文。

嘉敏说：“后台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私

信，有时候多得看不过来。即便如此，

还是有粉丝愿意和我分享生活，甚至愿

意为我画画，真的很感动。”这些经历，

让她切实体会到“互联网可以传递善意和

建立连接”。

嘉敏说自己很幸运，大多数网友都非

常友好，偶尔会有“语病提醒”，她也会

把这当成学习机会。“我们不是完美的母

语者，有错就改，也感谢大家包容、指点

我们。”

虽然有语言环境，但真要学好中文还

是不容易。嘉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她觉得词汇最难。嘉敏解释说，汉语

的规律和英文不同，字得一个一个记，有

时候还怕自己忘记。为了巩固学习，她和

弟弟妹妹会经常“测单词”，还会互相提

醒语法是否正确。她特别喜欢“凹凸”这

个词，因为“这个词写出来的样子和意思

一样，非常有趣”。

至于对中国的印象，她用“文化性、

开创性和启发性”来形容。嘉敏第一次到

中国内地是去深圳，当时年纪还小，但

已经觉得“像进了另一个世界”。最近一

次去中国，她印象最深的是“上海机场

外大巴车的看板”。她笑着说：“一开始

我蒙了，不知道如何查看对应车次和时

间。但在人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看懂

了，而且发现查询方式是非常快捷的。”

她也尝试过无人机点外卖饮料，觉得像科

幻片一样。

城市的效率让她惊叹，但真正打动她

的是中国人的热情与温度。她记得，在上

海一个小餐馆点菜时，店员听出她说的是

中文，顿时热情地和她聊起来。“那一

刻，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外人’，而是这

个国家的一部分。”

嘉敏和家人都爱中式美食，自己尤其

喜欢小笼包，为了能够找到当地最“老底

子”的味道，她会找“老饕”带路。她表

示，“有些地方的食物是做给游客吃的，

不够地道。如果可以光靠‘吃’生产视频

内容，我愿意一直拍中国美食。”

文化的“反差”也给嘉敏留下深刻印

象。她说：“在澳大利亚，大家常在海边

晒太阳，做事很悠闲，平时支付用的也是

纸币。中国则是‘永远在进行中’，就连

付款都是‘一扫即可’。”她觉得两种生活

各有滋味。“在中国的每一天都很充实，

很像开了高速模式。”嘉敏也观察到，中

国的城市中心可以很现代化，但转个弯又

能看到历史遗迹，“这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

感觉，特别有魅力”。中国有数不清的美丽

城镇和村庄，她想一个一个参观打卡。

作为内容创作者，嘉敏的视频里经常

出现澳大利亚的趣谈、俚语，也会交流中

澳文化。她发现，“澳大利亚俚语”可以

算作视频的“流量密码”。这种文化小知

识在中国观众中颇受欢迎，留言区总能掀

起中澳文化对比的热潮。“这是一种交

流，我们介绍澳大利亚的流行文化，大家

也会教我们中国的文化。”

嘉敏说，社交平台虽然只是线上空

间，但正因为语言的连接，让她和网友建

立起真实的情感。

在谈及职业规划时，嘉敏表示自己目

前还在读大学，主修法律，但未来未必真

的要当律师。她把自己定义为“创意型选

手”：“我喜欢创新，比如做文化交流、拍

纪录片等，我甚至考虑从事外交工作。”

她坦言：“我特别想去

中国内地读书，真正

体验中国内地的高校

生活。”她希望未来可

以经常去中国，投身

文化交流领域，“帮助

中澳两国人民建立理解

和桥梁”。

澳大利亚短视频博主嘉敏：“家里会中文的不止我一个”

当地时间2025年6月 14日，法国巴黎，泡泡玛特门店内，卢浮宫限定版拉布布销售一空。

视觉中国供图

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Marina站外观。 受访者供图

嘉敏（右一）和她的弟弟妹妹。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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