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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重庆“背篓专线”

一、热点概述

重庆有一条特殊的地铁线，人们亲切称它为“背篓专线”，原因是重庆很多菜农背着背篓，搭乘这

条地铁去市区卖菜。最近，有网友说，建议早晚高峰时段禁止乘客携带菜筐等大型物品，因为这“可能

会占用过多空间，给其他乘客的出行带来困扰”。对此，重庆轨道交通方面回应得很干脆，只要行为和

物品合规，就不会干涉。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织密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在方便重庆市民和

游客出行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交通大数据显示，2022 年，中心城区轨道站步行 10 分钟范围

的人口覆盖率已达到 39％。近年来，每到黄金周、跨年夜，重庆轨道交通的车站内就会出现人潮涌动的

场景，多条轨道交通线路的运营时间也会延长至次日凌晨。2023 年 12 月 31 日，重庆轨道交通单日客流

超 508 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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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道理论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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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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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头/结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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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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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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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最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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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座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

城市受到广泛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热点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分析--转折-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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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座城市的善意，在细枝末节中彰显……

第二步——意义分析：

其一，城市文化的体现：“背篓专线”展现了重庆独特的市井文化和生活气息，这种特色成为城市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吸引了更多人对重庆的关注和喜爱……

其二，体现人性化管理：城市治理应该以人为本，关注居民的需求和利益。“背篓专线”的存在，

表明城市管理者对老年人的生活和劳动给予了尊重和支持，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理念……

其三，传递正能量：这种自力更生、勤劳奋斗的精神感染着人们，传递了积极向上的能量，激励更

多人努力生活……

第三步——转折：

然而，我们也应该关注这些老人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和保护这些老人的权益，

让他们在城市中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第四步——对策：

首先是提供便利设施：地铁公司可以在车站内为老人提供更便利的设施，如设置专门的休息区域、

提供饮水设备等，以改善他们的乘车体验……

其次是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宣传活动，提高市民对老人卖菜的认知和理解，倡导大家尊重和支持老

人的劳动，同时也提醒老人注意乘车安全和秩序……

再次是拓展销售渠道：政府或相关部门可以帮助老人拓展其他销售渠道，如设立农产品集市、与超

市合作等，减少对地铁的依赖，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收入……

第五步——总结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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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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