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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地鐵四號線推暖心措施 便利農民長者進城賣菜
4月10日，微雨，天還未

亮，重慶地鐵四號線石船站

外聚集了一群特別的乘客，

他們或背着背簍，或用一根扁擔挑着竹簍，裏面裝滿了新

鮮的當季蔬菜；還有人將背簍固定在帶有滑輪的小推車

上，拉着小推車來到站門口……他們是石船鎮周邊十幾個

村莊的菜農，每日都搭乘四號線前往市區賣菜，當中年紀

最小的菜農已過六旬，年紀最大的已經80歲了。

「背簍專線」引發人們關注，源於互聯網上有聲音提出

「弄髒車廂」「高峰期影響乘坐」等意見，重慶軌道交通方

面回應贏得了讚譽：只要行為和物品合規，就不會干涉。如

有乘客發現帶上車的菜有氣味、汁水，弄髒車廂，可致電反

映，地鐵配有保潔，工作人員也會上前處理。

妥善且溫情的安排，讓「背簍專線」 更好地運營。每

日清晨的穿城而過，搭載的是菜農們的營生希望，更是

山城的溫暖與包容。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張蕊 重慶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地鐵可以帶背簍，我特地到地
鐵站問，才知道允許上，慢慢大家都開始背着背

簍和挑扁擔坐地鐵去市區賣菜了。」今年72歲的王尚明
是石船鎮黃嶺村人，十幾年前，當地發展水果產業，給
村民們提供了果樹苗，王尚明家裏種了100多棵果樹，現
在年產量有一兩千斤，「吃是吃不完的，我們只有慢慢
挑出來賣。市區賣得快，價格賣得又好。」他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展示自己的扁擔兩側，挑着一百多斤的血橙，
正要去重慶人流量大的觀音橋農貿市場售賣。在市區，
一斤血橙能賣到兩元五毛（人民幣，下同），而在石船
鎮只能賣到一元三毛左右。

無須換乘 進城賣菜更方便
石船鎮位於重慶市渝北區東部，離中心城區約50公
里，是重慶軌道交通四號線的第二站，地鐵於2022年6
月開通運營。得益於重慶65歲以上市民免費乘坐公共交
通的優惠政策，菜農們可以「免通勤費」前往市區的觀
音橋農貿市場、龍興農貿市場等地賣菜。
今年70歲的劉貴文是「背簍專線」的常客，已經與地

鐵的工作人員相熟了，一見面就互相招呼。她的背簍裏
每天都換着花樣，「上周賣雞蛋，這周賣筍子和魚腥
草。」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船鎮上的農民幾乎家
家戶戶都自己種菜、養雞，地鐵開通以前她也進城賣
菜，不過只能坐公交車，中途還要換乘兩三次，光單程
就要耗費近三個小時，現在方便多了。

「公文包」與「背簍」相處和諧
凌晨6時18分，乘客開始陸續接受安檢進站，除了菜
農，也有少量趕早的上班族。一位戴着眼鏡、背着公文
包的男士見到有菜農背扛手提着菜，主動上前幫忙。菜
農們上了地鐵後，默契地將背簍向身邊靠，盡量留出多
餘的空位，以便其他市民通行。
早上8時許，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隨劉貴文一起到達觀音

橋農貿市場，她嫻熟地走進菜市，找到一處人流量大的
地方放下背簍，一邊和附近的菜販攀談，一邊擺好自家
種的筍、魚腥草、豌豆。
「看嘛，我這個筍是凌晨起來挖好捆好的，新鮮得
很。」劉貴文熟練地向來往路人吆喝，看到有人駐足，
她馬上掰下一小塊筍根遞過去「你掐掐這有多嫩。」她
的筍賣得不貴，8元到10元一斤，不到兩小時就賣了半
筐，「去年我沒有經驗，帶的菜都是又便宜又常見的，

什麼小白菜啊土豆啊，那種沒有
競爭力，就是要這種最新鮮的、
賣得上好價格的，城裏人才
買。」劉貴文笑着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她的筍口感清甜沒有澀
味，因此很受歡迎。
劉貴文用秤砣來稱菜，因為沒

有電子秤，所以有年輕顧客看不
懂，質疑「這麼一點能有三
斤？」她笑嘻嘻地說：「去嘛，
去肉舖那邊稱，你看是好多斤就
是好多斤（重慶方言意為「多少
斤」，編者註），我是鄉下人絕
對不會短秤的。」
不到正午，劉貴文的菜售賣一

空，一筐竹筍、一大袋折耳根一
共賣了230元。她樂呵呵地在肉
舖買了一個兩元的包子，踏上了
回程的地鐵。
「『背簍專線』不專為背簍老

人而開，因背簍而讓大家感受到互助、互諒與包容的城
市溫度，是我們軌道交通人的榮幸。」重慶軌道交通負
責人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配備工作人員協助老人換乘
石船站值班站長蘇奎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頭班車抵

達石船站的時間是6時30分左右，為了方便農民，這個
站點會在6時15分就開閘，站外手扶梯會在5時45分就
啟用，以方便農民上下行。此外，在地鐵安檢時，工作
人員大多採取手持檢測儀器安檢，以便乘客快速進站。
跟隨劉貴文一起進城途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與
當地其他地鐵不同，四號線每隔兩個車廂就會配備一名
工作人員，他們大多站在車廂門口，不坐座位。「大多
數老人家需要在保稅港站換乘，換乘時間很短，我們幫
助他們做好下車準備。」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保稅港到站後，這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員立
即用重慶話提醒一位頭髮花白的菜農，「到了，搞快一
點。」然後迅速挑起沉重的扁擔小跑到對面的九號線。
「謝謝你小伙子」，老人也顫巍巍地跟着跑來。「不存
在」（重慶方言，意為「不客氣」，編者註），地鐵工
作人員笑嘻嘻地擺手，迅速折返，去幫助其他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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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簍專線」火了，它不僅僅是一條交通

線路，更像一座橋樑將城市和鄉村緊密地連

接在一起。根據官方數據，2023年重慶市農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0,820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8% ；農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3.6個百分點，城鄉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28，比上年縮小0.08，城鄉

居民收入相對差距繼續縮小。而這條農民通勤的地鐵也

成為城鄉融合的微小縮影。

跟着劉貴文老人搭車進城這一路，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

到來乘坐的菜農大多彼此熟悉，有的是鄰居、有的是親

戚，他們在地鐵上一邊聊天、一邊整理背簍，地鐵高速馳

騁，老人們不徐不疾。即使是在最擁擠的觀音橋地鐵站，

「背簍」與公文包也秩序井然地一起排隊等候上下電梯。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機採訪了幾位年輕的通勤人士，一位在

觀音橋上班的王女士告訴記者，每天都能看到這些背簍，

挺親切的。「就是出站這裏排隊有點久，我每天大概要早

十分鐘出門，不過這些老人很有素質，都不會插隊。」

一條地鐵，既裝得下「公文包」，也容得下「背簍」

和「扁擔」。老中青坐着同一趟地鐵，一起去為生活和

幸福努力着，這才是一座城市的內核——公共服務普

惠、均等，公共氛圍平等、包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張蕊

81歲的包紹環婆婆和84歲的老伴馮忠福家住
在重慶市渝北石船葛口村，每到龍興鎮趕場的
日子，他們要坐「背簍專線」去龍興賣血橙。
今年，老兩口種植的各類柑橘又豐收了，產量
幾千斤，採摘的橙子在家裏堆成山，橙香滿
屋。眼下，亟待解決銷量問題。
馮忠福說，自己一直幹的是賣柑橘的營生，
靠着這份幾十年的買賣，先後養大了三個子
女。「現在交通好了，軌道修到村裏、大路通
到家裏，和我們一樣種橙子的鄰居大多數買了
車，出行很方便，幾分鐘就到鎮上。我們年紀
大了，不會開車，只能步行。」馮忠福說，沒
有軌道交通之前，他們走路去乘公交車再到各
個場鎮，「以前走小路，要一小時以上，轉乘
公交車又要兩個多小時。」
馮忠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自己年過八
旬，但身體還非常健朗，每次挑橙子去鎮上賣，
他一人就可以挑80多斤，老伴能挑20多斤。
「橙子養大了我們的子女，現在他們也有工作壓
力，我們能走能動，為啥要去給他們添負擔？賣
橙子一年賣個萬把塊錢，還不會荒了土地。」

方言播報上線 便利菜農老人
「保稅港到了，左邊的車門打開前，千萬不
要去挨車門哦，小心遭夾到起了……」「開往
民安大道的列車馬上就要到站了，請dia（提）
好個人（自己）的東西，排隊等車……」4月3
日，「背簍專線」正式上線重慶話語音播報，
這也是重慶首條開啟方言播報的軌道交通線
路。此前，重慶所有軌道交通都由普通話和英
語播報。
「菜農都是『老輩子』（重慶方言『當地老
人』，編者註），很多聽不懂普通話，我們找
了專業播音人士、公司員工等錄製了七八個版
本的重慶話報站，希望能在口播聲音上接地
氣，播報內容體現重慶特色。」重慶軌道四號
線建設運營有限公司相關部門負責人說，經過
反覆對比，最終選出一版能體現重慶人直爽性
格的女聲版報站。

上述負責人
表示，「背簍
專列」的服務
還將不斷優
化，因「背簍
專列」讓大家
感受到重慶的
城市溫度，是
軌道交通人的
榮幸。後續他
們也將根據菜
農等的出行需
求，進一步探
索規範乘車秩
序，為市民出
行服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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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地鐵：容得下「背簍」和「扁擔」記記者者
手記手記

◆地鐵工作人員幫助菜農過安檢。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清晨，菜農挑着扁擔等待地鐵四號線。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不到半天，石船鎮菜農劉
貴文背到觀音橋農貿市場的
菜已經售罄。

◆包紹環婆婆和老伴馮忠福靠
賣橙養活了三個子女。

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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