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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有一条特殊的地铁线——轨道
交通4号线，每天都有一群老人背着背篓搭
乘地铁去市区卖菜。当地人给这条地铁线
起了个名字，叫“背篓专线”。

最近有网友建议，在早晚高峰时段禁止
乘客携带菜筐等大型物品。该网友表示：高
峰时段人流密集、空间有限，携带大型物品
可能会占用过多空间，给其他乘客的出行带
来困扰，甚至可能损坏公共交通设施。随
后，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对此，重庆轨道交通方面回应：只要行
为和物品合规，就不会干涉。工作人员表
示，如有乘客发现卖菜老人带上车的菜有气
味、汁水，弄脏车厢，可来电反映，地铁配有
保洁，工作人员也会上前处理。

重庆轨道交通的温暖回应让网友纷纷
点赞。这条“背篓专线”究竟是如何形成
的？背后又有哪些暖心的故事？

菜农乘地铁去城里卖菜
车站每天提前开门，引导帮忙

2022年6月开通的重庆地铁4号线是
一条连接渝北区石船镇到市区的地铁线，全
长32.8公里，共设15个车站。

每天清晨6时许，4号线石船站的出
入口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乘客：他们或背
着背篓，或用一根扁担挑着竹篓，里面装
满了新鲜的当季蔬菜；还有人将背篓固定
在带有滑轮的小推车上，拉着小推车来到
站门口……

他们就是石船镇周边十几个村庄的菜
农。随着进站口的闸门缓缓打开，菜农们依
次进站乘车。

地铁开通前，菜农们都在石船镇上卖

菜，镇上人少，菜卖得慢，菜价也低。地铁
开通后，菜农们发现，市区的菜价能卖高一
点，于是很多菜农就坐上地铁到市里卖
菜。渐渐地，乘坐地铁去市区卖菜的人越
来越多，这条地铁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背
篓专线”。

为了方便菜农，在做好开站准备工作
后，本该6时15分打开的闸门会提前5分钟
打开。站内工作人员也会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扶一扶背篓，引导菜农乘坐升降电梯，
或是用手持金属探测仪为他们安检，引导他

们快速有序进站……

菜农的菜卖得更快了
车厢中充满欢声笑语

菜农叶善菊住在石船镇麻柳村，家里种
了一片脐橙果林。春节期间正是卖脐橙的
好时候，每天早上她都会背着脐橙，赶第一
班地铁去菜市场卖货。

和叶善菊坐同一趟地铁出来卖菜的，还
有一对80多岁高龄的老夫妻。在重庆，年

满65岁的老人可以免费乘坐轨道交通。这
条地铁线路的开通，不仅给老人家省了钱，
还为他们节省了时间。

菜农冯爷爷说，以前他到市区卖菜要换
乘几趟公交，一个多小时都到不了。“现在乘
坐地铁，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还不用折
腾。”到市场后，老两口轻车熟路卖起自己种
的豌豆尖，3小时不到，带来的豌豆尖就全
部卖完了。

有了“背篓专线”，菜农们的菜卖得更快
了，他们的脸上也有了更多笑容。车厢中
弥漫的不仅是欢声笑语，更是热气腾腾的
生活。

一座城市的包容
既装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背篓扁担

菜筐里运的是菜，也是一家人的生计。
城市交通本就是为所有市民服务的，应该有
菜农的一席之地。有人坐地铁去上班、有人
坐地铁去卖菜，大家都有各自的需求，法律
法规就是最大公约数。

城市的发展既要有速度，也要有温度。
快节奏的城市，也需要等一等走得慢的人。
一条地铁、一座城市的包容，就是既装得下
公文包，也容得下背篓扁担。

一条“背篓专线”，承载了无数人的烟火
日常，大家可以坐着同一趟地铁，一起去为
生活努力。 （据央视新闻）

网友建议高峰时段禁止带菜筐上地铁上热搜，重庆“背篓专线”回应：

只要行为和物品合规，就不会干涉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近日，在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有网友
建议重庆禁止乘客在早晚高峰携带菜筐乘
地铁。随后，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3月
20日，重庆轨道交通回应称，乘客的行李物
品长宽高之和不超过两米，重量不超过 20
公斤，就可以携带。

这一回应，获得了众多网友好评。诚
然，菜筐在高峰时段容易给他人造成一些不
便。但是，轨道交通是一项惠民工程，公共
服务就应以公为大，尽可能为老百姓提供便
利。这不仅需要相关部门坚持原则，也需要

多一点同理心和包容心。
什么是同理心？一方面，重庆山多坡

陡，对于携带大件重物的菜农而言，乘地
铁是最经济快捷的出行方式；另一方面，
卖菜出摊要赶早，这和上班族赶早高峰没
有本质区别。更何况，菜筐里装的，又何
尝不是民生？菜农们的需求，也应该被看
见。

其实，重庆轨道交通方面如此回应，并
不令人意外。笔者在重庆生活了六年，早
已习惯在地铁上看到背篼、扁担、小拖车
等，深夜里还常常看到代驾小哥的折叠电
动车。正如有网友评论，这不仅展现出城

市交通系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凸显了重
庆的人文关怀。

如果你对重庆再多点了解，就会发现，
这座城市是真的很“惯着”菜农。就在上个
月，央视新闻频道还专门报道过“背篓地铁”
的暖心故事。

原来，轨道交通 4 号线开通以后，早
上搭地铁到市里卖菜的菜农就多起来
了。渐渐地，这条地铁线路也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背篓专线”。为了方便菜农，
本该 6 时 15 分打开的闸门会提前 5 分钟
打开。

一座城市的善意，正是在细枝末节中彰

显。要说理，只要所携物品合规，那在任何
时段搭乘地铁都是乘客的合法权益，不管他
是菜农还是“码农”；要说情，菜农辛苦无需
多言，给予其适当的照顾是情理之中。公共
服务和谐有序，本就需要大家相互理解、相
互成全。

这类争议的出现，其实也是对城市人文
水准的一次检验。“人文水准”听起来很大，
做起来很小，就看人和人之间能否多点“与
人方便”的换位思考。这次，很多网友都力
挺菜农和重庆轨道交通。在此，也为暖心的
网友们点个赞！

最近，重庆正在开展培育弘扬“重庆城
市精神”主题活动。我想，用饱含人情味的
公共服务，来温暖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
正是这座城市的宝贵精神之一。重庆，也正
是因此而热气腾腾、暖意不绝。

城市很大，容得下一个菜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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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3月21日凌晨4点50分，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井口车站临时增
设1组道岔施工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成
渝中线高铁引入重庆北站改造工程正式
启动。

当日，中铁五局、重庆工电段、电务维
修段等多家单位，按照既定方案施工，拆
除线路、起道、拨道、捣固、钢轨接头焊接、
机车压道等工序衔接自如、一气呵成，经
过600余名施工人员、10余台大型机械
近320分钟的紧张施工，井口车站临时增
设1组道岔施工任务顺利完成。

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重
庆北站起，向西经重庆市渝北区、沙坪
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四川省资
阳市、成都市，引入成都站。重庆北站
是既有特等站，主要承担成渝高速铁
路、遂渝铁路、兰渝铁路、襄渝铁路、渝
怀铁路、渝利铁路、渝万铁路等干线运
输客运业务。

此次成渝中线高铁引入重庆北站工
程，拟停用重庆北至井口渝怀下行线，为
新建成渝中线人和隧道腾出空间。同时，
为提高既有线路的运输能力，在井口车站
内临时增设道岔，能减小施工对既有线路
的影响。

十大主题精品游线路
扫一扫 就看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最美
是人间四月的天，一江春水绿如
蓝……”今年春晚，一曲《上春山》
唱响大江南北，撩拨起人们“上春
山”的心。

3月21日，2024年重庆春季
旅游优质资源推介活动在垫江举
行，推出踏青赏花、休闲运动、民俗
文化、乡村美食等200多项春季主
题文旅活动，喊话八方游客：“风有
信，花有期，年年不误，岁岁相约，
来重庆，上春山！”

跨界融合
营造丰富文旅新场景

春季是重庆旅游的传统旺
季，踏青赏花、美丽乡村、特色古
镇等观光休闲游备受国内外游
客青睐。今春，我市通过文、体、
旅、农等多元融合的形式，营造
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新场景，供游
客打卡。

如，在“赏花+采摘、踏青、露
营”方面，万盛举办有浪漫春游季
暨五和梨花文化旅游节，垫江举办
有牡丹文化节，南川举办有十二金
钗大观园乡村旅游文化节暨桃花
节，渝北举办有李花观赏季，江津
举办有樱花节，沙坪坝举办有郁金
香节，南岸举办有广阳岛油菜花
节，万州举办有李花节等，可供游
客充分体验巴渝大地“万枝丹彩、
春意融融”的景象。

在“旅游+赛事、非遗”方面，
我市举办有綦江“魅力古南·奇妙
花坝”定向越野赛、乐和乐都趣
味熊猫跑、巫山神女迷你马拉
松、第十三届中国乌江苗族踩花
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
等体育赛事近20场，还举办有荣
昌“我爱学非遗”非遗研学体验、
九龙坡清明节非遗体验活动等
专场活动10余场，让游客在生机
勃勃的春日体验运动之乐、非遗
之美。

在“旅游+农业”方面，我市举
办有綦江区首届茶旅文化节、沙
坪坝乡村振兴巾帼创业项目展示暨农村妇女“双学
双比”技能竞赛活动、第四届长江三峡（梁平）耕春节
等农旅融合活动，为全面提升特色产业，高效赋能农
旅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在“旅游+交通”方面，我市还举办有美心红酒小
镇索道环线春游季，以“坐着索道环游春天”为主题，推
出17个春游景点、10多个春季主题民宿及2条“上春
山”线路，邀游客体验“索道+游乐园、休闲农业、乡村
旅游”的全新玩法。

川渝联动
80余项惠民活动释放消费潜能

除了营造丰富多彩的文旅新场景外，今年春季，我
市整合了游、购、娱、住等消费资源，推出80余项惠民
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

如，秀山、潼南、万盛部分景区免门票，酒店、民宿
优惠低至5折；九龙坡联动各景区、酒店、民宿等文旅
企业，推出9.9元购星级酒店一晚、9.9元畅游动物园等
主题盲盒套餐。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
快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川渝地区进行深度“捆
绑”，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如，在去年推出的“百
万职工游巴蜀”的基础上，南川“牵手”乐山，实行门票
互免；涪陵推出凭南川金佛山、稻城亚丁、四姑娘山景
区票据，享武陵山大裂谷景区门票免费；石柱多个景区
向峨眉山游客免门票；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文化旅
游合作七区县（梁平、长寿、垫江、邻水、达川、大竹、开
江）户籍居民，享受该示范带指定景区大门票全免、部
分景区大门票5折或7折优惠，享受指定酒店协议价
及折扣优惠。

此外，市文化旅游委还发布了10大主题、共100
余条精品游线路，供市民游客挑选，时间持续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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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中线高铁成渝中线高铁
引入重庆北站工程启动引入重庆北站工程启动

▲繁忙的施工现场。
通讯员 欧阳开源 摄/视觉重庆

▶施工人员利用机械设备推送轨排。
通讯员 罗文武 摄/视觉重庆

日前，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全新打造的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
育中心完工，即将正式对外开放。
该中心包括“红色血脉”为主题的四
史教育厅、“医心向党”为主题的卫生
成就展厅、“医德流芳”为主题的生命
伦理厅，以及序厅、党建引领厅和师
生创作中心。该中心是“大思政”在

“涉医”院校的具体落地，也是沙坪坝
区首批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这是重庆医药高专创新课堂教学，立
足课堂、社会、网络，打造“一体三维”
思政课课堂体系的一个缩影。

立足课堂、社会、网络
打造“一体三维”思政课课堂体系

学校党委书记吴海峰介绍，“一

体三维”思政课课堂体系核心是
“三个立足”，就是立足课堂，把基
本理论讲清讲透，打造“精准的思
政课”；立足社会实践，把思政课延
伸到田间地头、厂矿社区，打造“行
走的思政课”；立足网络阵地，建设

“智慧的思政课”。据悉，近年来学
校已出台多个文件，为思政课改革
创新提供顶层设计，确保其坚持正
确的办学方向。学校统筹宣传、科
研、教务、财务、后勤等职能部门，
为课程建设提供有力组织保障、政
策指导和经费支持。学校党委每
学期都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思政课
建设，党委书记、校长和全体校领
导坚持每学期带头上好思政课，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学校全面推进“1+4+N”思政
课课程体系建设，还与专业院部合
作开设“医学与审美”等系列大思
政课。建成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
课程1门，市级精品在线课程5门，
校级在线开放课程2门。同时建
成“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VR系
统，师生通过网络平台，线下互动
交流近80万人次。学生以自己真
实经历拍摄的电影作品《无悔的
青春》获得“我心中的思政课”微
电影展示活动全国一等奖。学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充分发挥
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组建了宣
讲队，多次到社区、基层进行专题
宣讲，把“行走的思政课”开到了
社会。

推进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
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

学校持续推进全学科课程思政
建设，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新格
局。鼓励和组织教师在课程教学中
挖掘课程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的结合点，创新教学模式，发挥
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在专业教育
中融入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职业
道德、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奉献精
神、医者仁心等教育。

据学校教学工作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校坚持实施课程思政元素进
人才培养方案、进课程标准、进教案
课件、进课堂教学、进考核评价、进
教材编选、进教学研讨的“七进工

程”、强化“五个全面”，课程思政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学校开展了
课程思政优秀案例评选活动，打造
具有学校特色的优秀课程思政教
学案例库。院部开展教师说一门
课、教研室主任说一次教研活动，
促进教研室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
究、提高教师育人能力、推动以“课
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建设和教学
改革等工作。据悉，学校现已建设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共计28门，其中

国家级1门（全科医学概论），市级
3门（全科医学概论，生物化学，临
床药物治疗学）。国家级课程思政
教学团队1个，市级课程思政教学
团队3个。积极组织参加重庆市各
类课程思政教学活动，在2023年
重庆市高等学校“大思政课”优秀
案例评选活动中，学校获一等奖1
个、三等奖2个。

蒋敬诗 雷道海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打造“一体三维”思政课课堂体系和课程思政“七进”工程

轨道交通4号线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提前上班，帮菜农挑菜进站、快速过安检、协助指引
等，菜农竖起大拇指点赞。（摄于2023年3月4日）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