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佳诚电脑城停车场，车辆从人行道进出。 记者/姚时美 摄

存在圈地盈利猫腻
脱离疏导交通宗旨

亚都花园居民及周边商户称，他们早已习惯
免费泊车，现在停车收费价格还明显高于附近停
车场，认为存在违规圈地、非法盈利的猫腻。

市民刘先生认为，公共区域设立停车场，应当
是为缓解停车难，让市民停车更方便，其本意更多
的是体现社会效益，变质为商业化收费，车主停车
的经济负担并没有减轻，也就失去了其本意。

“免费停车场改为收费模式后，应以缓解小区
居民停车难，疏导道路交通压力为宗旨。然而，该
停车场开始收费后，西苑路的道路交通压力却变
得比以往更为繁重。”西苑干洗店张女士说。

记者也在现场看到，海天一色足浴城等商铺前
坪和附近公共绿地、人行道上均见缝插针地停满了
车辆，而株洲顺捷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停车场的30
多个停车位却空空如也。这确实是一种怪相。

这些停车场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根据《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
法》规定，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交通
投资）公司投资的停车场和市政工程附属停车
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同时，《办法》提倡机关事业、公用企事业单
位、社会公益性场所和经营性场所提供免费停车
服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与市场监管、
公安、住建、财政、城管等部门的沟通协作，认真
做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对机动车
停放服务经营者或管理者以及机动车停放者违
反本办法的行为，及时协调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公共区域为何被圈起来私人收费盈利？记
者连日来调查的这些地面停车场到底是否具备
合法齐全的审批、备案手续？相关主管部门该
如何监管？本报将继续关注。

市民声音

相关链接

收费鱼龙混杂，市场调节价较多

在收费标准上，各停车场均有不同，
就小型汽车 24 小时内停车收费而言，佳
诚数码城停车场收费标准：15 分钟内免
费，1小时内10元，2—4小时15元，5—12
小时 20 元，13—24 小时 30 元，24 小时以
后 5 元/小时；石宋路东湖停车场收费标
准：30 分钟内免费，3 元/小时，每超过 1 小
时加3元，全天24小时内30元封顶。上述
停车场定价类型均注明为市场调节价。

神农公园内津津园停车场收费标准：最
高收费标准 3 元/小时，每天最高收费标准
20元，停车30分钟内免费；铁东路核心段桥
下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为 20 元/次；石子湖
公园仁爱医院旁停车场（无名称）收费标准：
30 分钟内免费，30 分钟—6 小时 5 元，6—12
小时 10 元，12—24 小时 15 元。上述停车场
均未注明定价类型。

有的停车场无人值守，却在自动收费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佳诚数码城停车场、
神农公园正门口停车场、神农公园内津津园停车
场、铁东路核心段桥下公共停车场、石子湖公园仁
爱医院旁停车场、铜锣湾停车场、腾龙大酒店停车
场、天元大桥河西桥下停车场均实行有人收费有人
值守模式；天元区西苑路亚都花园A栋前坪空地停
车场实行无人收费有人值守模式；石宋路东湖停车
场实行无人收费无人值守模式，并且记者拨打公示
牌上的联系电话无人接听。

根据《株洲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施细则》
规定，停车场应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负责车辆有序行驶、停放和车辆安全，收费人员应
当佩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统一标识。

收费内外有别，消费才有免费

公家的地，私人收费，本就引起争议，记者走
访调查的这些占有公共区域的停车场，也和伟大
少年城室外停车场、白云时代东方前坪停车场这
些红线内商业化运营的停车场一样，为吸引、留住
顾客，对前来消费的车主采用发放免费停车卡、凭
消费凭证等进行免费的措施，而普通社会车辆停
放，则按照公示的收费标准收费。

天元大桥河西桥下停车场没有收费公示，仅
张贴一张海报“温馨提示”：在“大蓉和一号饭店”
就餐即可享受免费停车，汽车服务中心老板甚至
称停车场不对外开放。

▼石子湖公园仁爱医院旁停车场

地砖破烂不堪。 记者/姚时美 摄

▼铁东路核心段桥下公共停车场。

记者/姚时美 摄

▼天元大桥河西桥下停车场用海

报公示停车。 记者/易楚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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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龙大酒店停

车场无人收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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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历史悠久的罗马，经历了

一个国家可以经历的一切：罗
马为何会成为一个帝国？又为
何会被摧毁？从君主制到共和
国，再到帝国时代，从多神论到
一神论……成立之初的混乱；
与强大的对手作斗争；重建；继
承人问题；不同种族的入侵；文
明的改变，等等。

本书对罗马历史和其中的
重要事件做出多维度的解构与
剖析，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
角。本书不仅会让我们了解罗
马历史，更借罗马之鉴，让我们
对现代世界和社会进程有了更
加清晰和深入的认知。

一切有情，依食而往。
世道或许凉薄，美好的食

物却总能治愈一切。不开心
了，吃一顿就好；如果没好，那
就再吃一顿……

这里是《株洲晚报》全新打
造的“寻味”栏目，我是栏目主
持人茅道，你忠实的寻味向
导。我将跟你一起，搜寻这城
中一切能治愈人心的美好食
物。

如若你也有这样的食物，
或者曾吃过这样的食物，请扫
码下图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
分享。我相信，这些酸甜苦辣
的记忆片段，就是我们共有的
聚散离合的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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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本村凌二 著 高

悦 译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1.06
定价：68.00元

寻味征集令

现在网上有一个特别让人沮丧
的现象，就是一件事发生后，网上会
有很多人默认当事者必然怀有最阴
暗恶毒的动机，接着就对其大加批
判，然而，实际情况其实离那些捕风
捉影的揣测相距很远。

好比说，有个美食博主在微博上夸
奖了一家他认为不错的小馆子，这时候
就有网友站出来表达不满，说他觉得这
家馆子不好吃，话里话外就好像这位博
主吃人嘴短，做了虚假宣传一样。

这位美食博主觉得好吃的馆子，

有人去了以后觉得不好吃，这可能不
可能？当然可能，正所谓众口难调，
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美味。对于
这家馆子的体验不同，是有很多种原
因的，比如人们去吃饭的时候可能遇
到不同的师傅掌勺，比如不同季节不
同批次的原料会有口味差异，更有可
能的就是不同顾客有各自的饮食偏
好，这些都是对一家餐厅评价不同的
解释，博主和老板串通在一起搞虚假
宣传只是诸多解释中的一个，可为什
么有人就能一下子排除其他所有的

解释，而单拎出最阴暗最恶毒的那
个，并当成既定事实加以批判呢？这
其实就是一种攻击，是一种满怀敌意
的诛心。

这种风气特别糟糕，因为在恶意
的揣测下，没人可以自证清白，前脚
朝别人扔完石头，后脚自己就被乱石
淹没的情况网上已经见的不少，谁能
是这种局面的受益者？谁都不是。

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广场上最终
留下的，就只有血泊和碎石。

（@河森堡）

沮丧的事情

寻味

微言

朋友聚会，非要拉着我一起去
看《花样年华》。要知道，这部片子
我都看了上十遍了。王小波在文章
里说，一位驻莫斯科美国外交官把

《天鹅湖》整整看了三百遍，我和这
位不幸的国际友人大有相似之处。
在一片朦胧模糊的光影之间，我看
到张曼玉穿着各式旗袍穿梭来去，
不知道故事到底发展到哪个情节。

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他们
俩最后还是没有发展到那个情节。
如你所知，这部影片的导演脑袋有
点“秀逗”，在男女关系问题的处理
上，导演一直丧失原则地违抗观众
意愿，奉行“偷着不如偷不着”的原
则，吊起观众的胃口，让他们在希望
中失望，在失望中绝望。好，我喜
欢。这就跟中国人的饮食一样，“吃
药不如吃肉，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
如闻香”啊。

中国人喝汤之频繁讲究、汤种
类之繁多、汤料之古怪首推广州。
究其原因，大约是在我国南方，尤其
是广东，由于天气炎热流汗多，体内
水分损失也较多，人们都把喝汤作
为每餐吃饭的必需品。没有汤便吃
不下饭，没有汤便觉口干咽燥。每
餐饭前，先喝一碗半碗汤，才开始吃
饭，喝汤成为广东人的一种生活习
惯。有一则关于广东人的笑话说：
一个外星人落到地球上，北京人说：
可以用来做研究；上海人说：不如办
展览赚钱；广东人则兴奋得双眼放
光：拿来煲汤！

广东人煲汤自有一套独门秘

笈。在我等外行俗眼看来，情形大
抵如下：在有肉的汤里放入搭配方
式千奇百怪的蔬菜瓜果、各种面目
可疑且可怕的调味品，还有号称兼
具调理和滋补功能简直是无所不能
的若干药材。这样放在文火上数小
时煲出来的汤，或浓郁，或鲜甜，或
药香扑鼻——喝一口感觉真能延年
益寿。

广东人娶老婆也是按煲汤手艺
高下的标准进行。所以如果你到广
东做客想要夸奖主妇的话，拜托不
要用什么漂亮温柔之类好看不好喝
的词语，只要你赞扬她：“阿嫂好靓
汤哦”，她便会喜不自胜，把你当上
客看待。同理，广东女人宁愿听到
自家男人说“老婆，你煲的汤很好
喝”，比自家男人说“老婆，我爱你”
还中听，广东女人对丈夫的爱，都严
严实实地煲进那一大锅热腾腾的

“老火靓汤”，爱浓汤也浓。
水泊梁山的好汉们，对革命成

功的理解是“大块吃肉”，毕竟在靓
汤时代之前，斯为世间最甘美之
物。要知道，洪迈他老人家时世维
艰的时候，还用水泡饭吃呢！“水饭
恶冤家，些水姜瓜。尊前正欲饮流
霞，却被伊来刚打住，好闷人那。不
免着匙爬，一似吞沙。”(洪迈《夷坚
三志》卷七) 吞沙滋味如此难受，可
以想象，假如好汉们有了随时大口
吃肉的条件，其理想诉求必定是小
勺喝汤。处于大口吃肉阶段的人，
自体会不到喝汤的妙处。大鱼大肉
是刚从温饱线上挣扎过来的梦想，

喝汤则是奔小康的路数。而要做到
闻汤识女人，那不但要胸怀大康的
壮志，还必定要有一个好的厨娘。

据说，慈禧太后有阵子吃腻了山
珍海味，要求厨子们不得在御膳中加
入任何荤腥——慈禧太后早过了大
口吃肉的初级阶段，而厨子们也在

“吃肉不如喝汤”上达成了共识，都在
汤上做文章。然而，慈禧如何可以随
便打发，素菜汤无论如何还是缺了味
道，总之慈禧不满以至大怒：再不奉
上鲜美的膳食，统统砍头。总管找着
了一退休在家御厨，央他救大家一
命。老厨师思谋再三想出了法子，敖
了一锅海鲜，把毛巾搁里边煮上一宿
带进宫，然后把毛巾泡在冬瓜之类清
口的汤里，让汤里隐隐飘出点海鲜
味，终于让慈禧满意。

曹丕当年在给吴质先生的信
中，也愉快地畅谈这种最高境界：

“过屠门大嚼，虽不得食，贵且快
意。”这种感觉，可跟葛朗台同志在
地窖数钱听金子的声音相媲美，与
阿凡提大叔闻完肉香让巴依老爷听
钱响的化境不差分毫。

试想，在清淡典雅的现代居室
里，一束壁灯柔和地照在洛可可风格
的餐桌上，厨房一阵声响过后，熟悉
的汤香拂鼻而来：老婆的手艺，没错
的。喝汤之时，四目相对，脉脉无语，
霎时间已尽万言。这等浪漫，实在是
伊甸难寻。只可怜张曼玉和梁朝伟，
一次次地买回快餐，嘴里味同嚼蜡，
心里想着不能爱上的人，此时此刻，
只能长叹一声：恨不相逢未煲时啊！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