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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明府城始建
于明朝洪武四年，距今已
有600余年历史，是济南
大规模建城的开始，片区
相当于明朝时期济南城
市的范围，是“泉城特色
标志区”的核心区域。该
区域在护城河以内，包括
著名景点大明湖。济南可
以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和“重要的全国性文
化中心”，其重要条件之
一，就是济南拥有大量的
历史街区与古城遗留，其
主体即为明府城地区。

商埠片区曾是济南
市金融贸易、商业、文化娱
乐等设施汇集的核心区
域，也是近现代历史文化
建筑高度集中的特色地
区。其核心是经一纬一路
到经七纬七路之间，这部
分商埠区留下了不少有价
值的东西，此处的街道近
百年来几乎没有改变，道
路布局在交通等方面更具
有先进性，道路虽窄，但多
是单行线，很少堵车。

除了上述两个建筑
群，像山东丰大银行旧
址、同仁会济南医院旧
址、五三惨案蔡公时殉难
地、德孚洋行旧址、原胶
济铁路德国高级职员公
寓、英美烟草公司旧址、
津浦铁道公司旧址等近
代建筑也都各具特色，在
整个山东乃至全国都属
于非常有历史价值和艺
术价值的建筑。

一边是生活不便、期盼改造的迫切愿望；一边是保留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两者交锋之下，明府城、老商埠区

等老城区的保护和改造，每一步都牵动着济南市民的心。

春暖花开之时，百花洲片区里工人们十分忙碌，高大的塔吊下，市民们期盼的是历史与现代的平衡。

“年头太久了，有些地方也
没法单独修，再说也不知道有没
有那个必要。”16日，在将军庙街
住了三十多年的赵大姐指着破
旧的院墙说道。在将军庙街和附
近的街巷里穿行，记者发现这里

房子破损多、空置多。许多院落
的房门已经破损，墙壁也剥落严
重，有些配房甚至老旧坍塌无法
住人了。

赵大姐说，这里也传了很多
次“要拆迁”，所以虽然房子破旧，

但谁也不愿意花钱对房子大修，
不知何时拆迁，拿不准“大动干
戈”是否值得。

很多人和赵大姐的想法一
样。在省政府西侧的西公界街上，
一位芦姓居民说，去年夏天院子

里的西屋屋顶漏雨，尽管蒙上了
几层塑料袋，屋里仍然没办法住
人。除了支付不起高昂的修缮费
用，更担心喊了很久的“拆迁冻
结”会突然生效，将刚修好的老屋
推倒，“怕花冤枉钱”。

18日，从北京来济南出差的王
女士坐出租车时，经过几条让她特
别有感觉的路，经二路、经五路、小
纬六路。不多的车流，高大的树木，
配上沿街自有风格的西洋或中式
老建筑，让人感觉像进入了一大片

安静、美丽的大学校园。
济南当地的朋友告诉她，这是

一片包含许多民国时期特色洋房
的老商埠区。“这地方那么好，为什
么我在外地几乎接触不到关于它
的信息？经过时，也没看到附近有

什么标识牌给参观的人指示说
明。”王女士很纳闷。随后，她又提
到此前去过的青岛八大关，认为同
是包含了开埠通商后的许多特色
老建筑，青岛八大关的维护运营和
宣传都比这里的好。

有关专家告诉记者，近些年，政
府对老商埠区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
了修缮和保护性开发。但是整体而
言，多年来商埠片区缺乏统一规划，
房屋多为插建、接建，现有的改造仅
为局部和独栋建筑的修修补补。

同样，对明府城内现存片区的
保护利用目前也没有详细方案。山
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
心负责人姜波曾经多次参与过济
南市组织的规划会议，在他的印象
中，济南市曾经委托多个大学对此
处进行规划设计，但一直没有一个

详细的方案。
17日，历下区区长田庆盈在本

报接听民生热线时，还有居民专门
打电话，向他诉说对明府城现存老
街区的感情。一方面要让老城区的
居民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另一
方面又要尽量保持老城区的古朴

风貌，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
田庆盈坦言，这确实存在很大的困
难。至于详细的保护改造方案，还
要听从市里安排。

“在没有合适的规划、策划方
案之前，我们对于老商埠宁可放一
放，也不能破坏性开发，这是我们

的原则。”谈到辖区的老商埠区，槐
荫区区长国承彦强调说。槐荫区打
造老商埠区主要是提前策划、借鉴
国内先进地区的做法，进行适度的
改造和建设。目前，槐荫区已经在
辖区的五里沟街道办建立了百年
商埠风情区。

明府城内老房，该不该修让人纠结

百年商埠区，藏在深闺少人识

权威说法 保护利用非常慎重，目前尚无详细方案

“这里也传了很多次‘要拆迁’，所以虽然房子破旧，也不愿意花钱对房子大修，不知何

时拆迁，拿不准‘大动干戈’是否值得。”

——— 家住明府城内的赵大姐

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的工
作人员曾对明府城现存历史街区
的老房老院挨家挨户地进行过调
研，发现保护较好的老房子总数还
不到现存总数的四分之一。由于居
民密集，乱搭乱建随处可见，一些
有特色的老房子岌岌可危。“这就
需要对每栋建筑进行详细勘探，把
真正有价值的保留或修复。”姜波
说。但在相当一段时期的城建工作

中，由于缺乏好的平台和机制，文
保、建筑等相关专业人士的声音难
以在实际拆迁过程中起到关键作
用，以致一些有保留价值的老房子
和街区时常被毁。

“不要在老城区折腾了，不要大
拆大建！”提到老城区的保护与利
用，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呼
吁。他认为，对于老城区，保护是第
一位的，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发展。

姜波也是这一思路，“对古城
的保护利用不能着急。贸然动手，
一旦出问题造成的影响无法挽回，
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
是一届政府的事。”他认为，保护老
城区应是整体的历史街区，不仅是
单个的老建筑，还包括街道的尺
度、格局、路面，各种各样具有历史
气息的东西。

李铭认为，济南对明府城和老

商埠区的保护利用需要“大想法”，
应该对老城进行整体、系统性的文
化定位提升，而不要重复传统性的
单体、单点保护。

在过去的城市发展中，虽然已
经拆掉了三分之二的历史建筑，可

“济南是北方少有的山水城市，又有
开埠通商的一段历史，如果把遗存
下来的历史街区都规划好、整理好，
这座城市是非常有韵味的”。姜波说。

专家观点 保护利用济南老城，需要大思路和系统性

政府对济南老城的保护开发很慎重，但众多房主有些着急

明府城内的老房子，
修还是不修？居民真纠结啊
本报记者 殷亚楠 赵丽 实习生 程美慧

百花洲片区内，对老建筑的修复和仿古建筑的建设在同时进行中。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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