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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汝师兄的本子也就随后跟
进了？ ”艾穆又问。

“是的，最迟不过后天。 ”赵用贤答。
“你们二位想过后果没有？ ”
“想过，” 吴中行回道，“最坏的结

果，只不过是被逐出京城而已，但我想
尚不至于。 ”

“为何？ ”
“皇上还小，不知道夺情的后果，如

果我们把道理讲清，皇上或许采纳。 ”
“如果采纳了当然皆大欢喜，若没

有采纳呢？ ”
“再上本子。 ”
“谁上呢？ ”艾穆语气森然，善意讥

道，“如果你被锦衣卫缉拿，你还能上本
么？ ”

“那……”吴中行语塞。
赵志皋眼瞧着气氛不对 ， 便道 ：

“和父兄这是危言耸听，小皇上与李太
后向来关注清议， 事情尚不至于坏到
这种地步。 ”

吴中行愤然把桌子一捶，发誓般嚷
道：“就是坏到这种地步，我吴某也在所
不惜。 ”

“如此甚好！ ”艾穆眉毛一扬，脸上
露出难得的笑容，言道，“子道兄，如果
你和汝师兄两道本子上奏，尚不能让皇
上回心转意，这第三道本子，就由我艾
穆来上。 ”

“还有我。 ”沈思孝立即补了一句。
吴中行本是性情中人，见艾穆与沈

思孝肯站出来与他们呼应，已是激动万
分， 便大声呼唤店伙计再大壶筛酒上
来。 七个人意气风发连干了好几杯，艾
穆趁着几分醉意，提起嗓门说道：

“你们翰林院这班文臣，都是诗词
歌赋的高手，今日趁着酒兴，我也斗胆
班门弄斧，填一阕词来献丑。 ”

众人听罢一起拊掌欢呼，吴中行吩
咐店伙计搬来纸笔墨案。 艾穆趋上前
去，拣了一管长锋的羊毫，饱濡浓墨在
纸上写下墨气酣畅的三个行书大字：金
缕曲。

接着笔走龙蛇， 纸上竟腾起风雷
之声：

散发走通衢，问今日，燕市悲歌，何
人能续？ 国遇疑难风乍起， 忍看乱云飞
渡。待我辈，振臂一呼。残漏荒鸡听夜角，
太平岁，依旧有城狐。 景山上，红叶疏。

耿耿襟抱愤难诉，怅长空，月沉星
隐，更无烟雨。 幸有儒臣疏两道，胜却万
千词赋。开尽了，世人眼目。明日帝都腾
侠气，扶社稷，方为大丈夫，何惧怕，雁
声苦。

写罢，艾穆又用他亢急的湘音吟诵
了一遍。 虽是急就章，倒也写尽情怀，众
人无不叫好。 吴中行朝艾穆一揖，言道：

“蒙和父兄鼓励，明日一早，我就去
午门投本子去， 我还留下一个副本，待

把本子投进大内后， 再去纱帽胡同，把
副本送到首辅手中。 ”

“你为何要这样？ ”艾穆问。
“明人不做暗事。 ”
吴中行说着，又嚷着要酒。 赵志皋

看他似有些醉了， 便劝阻不要再喝了。
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夜深散去。

第二十六回 说清田新官三把火

论星变名士一封疏

一连几日，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
奋与骚动之中。 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
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真把那道《谏止张
居正夺情疏》携到午门投到大内。 没等
到第二天，就在当天下午，性急的赵用
贤也把疏文誊正跟着投进。 小皇上在西
暖阁读罢两道疏文， 再也不用请示太
后———因为太后早把主意出给了他，为
了不担“妇人之仁”的名声，他即刻传旨
“着锦衣卫拿了，枷拷示众”。 当天夜里，
锦衣卫缇骑兵就把吴中行、赵用贤两人
从家里逮出来投入镇抚司大牢。 第二天
一大早，又给他们各戴上四
十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
门前下跪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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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发现， 多地正积极尝试通过新
建停车位、改造老旧小区、提倡错时共享、控
制私家车出行等办法化解停车难。 专家建议，
应积极探索科技支撑、公众参与的有效方式，
真正形成共建共治的局面，打通治理堵点。

停车泊位增供方面， 多地以 2020 年底为
限出台计划：南京计划从 2018 年至 2020 年在
主城区新增 4.5 万个停车位；同一时期，苏州
计划在市区每年年均新增停车泊位 1 万个以
上，让机动车位与机动车拥有量之比达到 1.2∶
1 至 1.5∶1； 合肥计划在 2020 年新增停车位
22800个。

小区改造方面，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发
文指导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改造或
建设小区及周边停车库（场）是其中的重要内
容与目标。 南京还在部分小区探索，由社区协
调物业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 取缔居民私自

占用公共空间， 将小区周边道路泊位纳入小
区车位管理，最大限度解决小区停车需求。

在提升泊车资源使用效率方面， 沈阳等
多地尝试开展在热点区域临时泊位分时收

费，用价格杠杆提高停车位周转率。
另外，记者了解到，南京市江宁区尝试用

共享车位方式缓解小区停车难。 南京市城管
局停车管理处处长叶彬告诉记者， 共享停车
位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若想要推广，在安
全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仍需完善。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顾大松提醒，治理“停车难”要避免陷入“机动车
本位”。 应综合考虑均衡多种出行工具，坚持以
人为本理念，从规划与规范层面，协调好公共交
通与自驾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步行者、骑行
者和驾驶人公平合理地分配空间、路权。

（据新华网）

小区改造、科技支撑、治理提效……

城市停车何时不再难？

———停车泊位缺口大。 据统计，目前我国
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2.4 亿辆，仍以每年约 10%
的速度增长。 第三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我国停车泊位理论需求为 3.12 亿个， 但实际
仅有约 9233 万个，缺口较大。

———老旧小区改造难。 张娟告诉记者，她
居住的民富小区因建设规划较早， 停车位预
留空间极少， 小区周边也缺乏可用于停车场
改建的储备土地。 虽然这几年小区里新划了
一些停车位，但仍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表示，
增加停车位需要空间， 而这些空间恰恰是老
旧小区最匮乏的资源。

减少绿化、拓宽道路、建设立体车库……
老旧小区改造中， 有关部门为增加停车位可

谓绞尽脑汁， 但仍有很多小区因缺乏空间无
法实施。 “只能见缝插针。 ”苏州市城市管理局
市政管理处处长薄建新说。

———资源利用效率低。 “市民白天上班，
小区车位就闲置了， 但小区附近来办事的人
却没处停车。 ”南京市江宁区城管局停车办负
责人韩志祥说，学校、商场的车库也面临类似
的问题。 上班时小区及周边停车位基本闲置，
而下班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服务部门的
停车设施基本闲置，资源利用效率低。

———个人利益冲突多。 北京市民王女士
表示， 她居住的清河毛纺厂小区大部分车位
被老业主私打地锁占据， 甚至有人私占多个
车位。 且部分老业主抵制物业重新划分停车
位，导致小区居民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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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得先请左邻右舍排队挪车”
“小区周边道路被停车塞成‘一线天’”
“办事 10分钟，停车 1小时”……今年
全国两会上，“大力解决停车难问题”
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但记者在南京、
苏州、沈阳等地见到，当前不少市民
仍深受“停车难”之苦。

“停车难”到底有多难？ 为啥这么
难？如何不再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城市停车难！ 难！ 难！
城市商圈停车难。苏州观前街

是一条知名商业步行街，记者在这
里的塔倪巷路面停车场看到，中午
时分几十个车位已经停满。 “这里
从早到晚都是高峰。特别是周五到
周日，汽车、电动车全堵上了。 ”管
理员柯师傅说，很多人开车在附近
来回兜圈子，就是停不进来。 这种
情况在上海“新天地”商圈等处也
很普遍。

老旧小区停车难。菱角市小区
是南京市秦淮区的一处老旧小区。
居民谭永光告诉记者，到晚上下班
高峰期，小区停车基本靠“抢”。 记
者在该小区见到，楼间距不过十多
米，单元门外除去绿化带，路面仅
2 米多宽，但每个单元楼门口都停
满了车， 居民想推个童车通行都
难。且该小区入口窄又没有物业管
理， 车子经常有碰擦。 “到早上上
班，得挨个打电话请邻居挪车才能
把自家车开出来。 ”

市民张娟家住沈阳市和平区

民富小区， 该小区建于 20世纪 90
年代，车位特别紧张。记者在该小区
周边看到， 几条并不宽敞的马路路
面上，不仅规划停车位早被停满，非
车位空地也被见缝插满了“车”。

出门办事停车难。记者在海口
市政府发现，由于地面停车位满员
或停车指示不明显等原因，驾车前
往办事的民众很难在地面找到停

车位。 还有民众因嫌地下停车场
远，将车子停在消防通道或进出车
道，导致办公区内部堵车。

“办事 10 分钟，停车 1 小时。”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这是他的真实
遭遇。“找个车位太难了，着急的时
候，真耽误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