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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物局公布54处新增文保单位

40年红旗牌坊见证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通讯员 蓝秋霞

本报11月7日讯 (记者
赵伟 实习生 肖红丹) 本
报4日C03版以《小区车位锁泛
滥埋消防隐患》为题，报道了
怡心苑小区一些居民乱占停
车位，私自安装车位锁，影响
居民停车、出行和消防安全通
道畅通的情况。7日，记者了解
到，小区居民私自安装的30多
个车位锁目前大部分已经被
拆除，剩余一些车位锁也将陆
续拆除。

7日上午，记者到达怡心
苑小区时，正对大门的道路上
还停着很多车，但是大部分车
辆下私自安装的车位锁已经
没有了，只有个别车位上的车
位锁还没拆除，孤零零地立在
停车位上。居民郑女士说，“现
在，在小区里遛弯儿方便多
啦。”

“4日，我们就对私自安装
的车位锁进行了拆除，现在已
经拆除了大部分车位锁。”小
区物业的韩经理介绍，11月1

日小区就贴出通知要求车主
拆除私自安装的车位锁，由业
委会工作人员负责和居民沟
通，物业出人出工具实施拆
除。

小区内一位车主说，自己
也同意拆除车位锁，但必须是
全部拆除。“当时安装车位锁
是看别人有安装的，怕自己找
不到地方停车，既然现在要拆
除就要全部拆除，临时停车位
本来就是小区居民共有的。”

据业委会负责人孙先生
和小区物业韩经理介绍，现在
还有少数车位锁没有拆除。

“有一些人可能不在家，车辆
一直没开走，没办法实施拆
除。”孙先生说，等车主开走车
后，也会实施拆除。“还有一部
分车位锁是允许车主暂时安
装的。”韩经理介绍，由于小区
内修建配电室，占用了一些人
的停车位，为了补偿这些业
主，暂时允许他们安装车位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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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心苑小区车位锁

多数已拆除

济南市文物局7日

向社会公布了一批新的

野外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单位。这批文物位于历

城区，有的距今不过40

年左右，作为新型文物

入选。

红旗牌坊已成

“地标性建筑”

位于历城区柳埠镇红旗村村
西南北向通村路上的红旗牌坊，
其上部为影壁，下部为券顶式建
筑，墙壁本身为石结构，通高7 . 4
米、宽5米、厚0 . 8米，系20世纪70
年代初当地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
建的建筑物。因为具有明显的时
代特征，此次作为不可移动文物
被列入历城区政府文保单位。

经过约40年时代风雨，红旗
牌坊保留至今，十分完好。随着时
代脚步，其间曾由宣传毛泽东思
想转为宣传邓小平理论，一直是
村里传达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宣
传阵地。如今，平时放映电影，一直
是群众的“活动中心”。红旗村原名
牛栏村，红旗牌坊因为位于进出该
村的主要通道上，如今已然成为全
村及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昔日藏兵洞

今成旅游景点

再如袁洪峪防空洞，位于柳
埠镇袁洪峪度假村南半山腰，该
洞呈“T”字形，长约1500米，由水
泥浇灌而成，非常结实。洞口朝
东，高约2 . 2米，宽约1 . 5米。洞中
设有房间、厕所、蓄水池、下水道
等居住生活基本设施。洞内高约3
米，宽约2米；洞内房间长约6米，
宽约2 . 5米，高约3米。

据介绍，该防空洞建于20世
纪60年代，为当时备战用的藏兵
洞。现由济南铁路学校袁洪峪度
假村使用，有关单位在洞内施工，
将其作为一处仓库使用。防空洞
也是度假村内一处不错的旅游观
光点。

济南市文物局表示，在今年4
月份济南市组织开展的第三次文
物普查后续工作中，尤其重视将

有典型价值的乡土建筑、近现代
建筑和构筑物、军事设施等作为
新型文化遗产纳入保护名单。其
中，袁洪峪防空洞浓缩了当年“深
挖洞、广积粮”的时代背景和历史
记忆。

54处野外文物

纳入政府保护

历城区此次共将54处野外不
可移动文物公布为文保单位，依
法纳入文物法律法规保护范围。

这些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张而
遗址、董家遗址、西王遗址、合二
庄遗址等古遗址25处，回龙寺、仲
宫富泉酒店酒窖、明真观等古建
筑7处，和尚洞石窟寺及石刻1处，
神学院建筑群、锦绣川水库、红旗
牌坊、袁洪峪防空洞、神武革命烈
士墓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21处。

西王遗址南北长约430米，东
西最宽处约300米，面积约12万平

方米。文物普查中，工作人员从断
崖及地表采集到鬶足、鼎足、鬲
足、豆柄、豆盘等器物，其年代从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
一直延续至汉，现存遗物丰富，年
代跨度较大，足见该遗址具有较
高的历史和科研价值。

列入地方政府文保单位后，
相关文物将有明确的“身份证”及

“登记户口”，被纳入文物法律法
规保护范畴，任何单位及个人未
经过一定程序，不得破坏或迁移。

此前，商河县曾公布一批县
级文保单位，也是第三次文物普
查的成果之一。

属“新型文物”

体现认知递进

据了解，历城区曾于1985年、
1988年公布过两次文物保护单
位，这次又增加54处后，全区各级
文保单位达到近百处。

文物部门最先确立为文保单

位的一般是古遗址、古墓葬。之
后，开始将国内百年开埠历史的
见证物——— 近现代建筑、领事馆、
银号、老邮电局、老火车站、老教
堂等纳入。如今，又把1949年解放
后至改革开放约30年间出现的时
代见证物列入，例如中国电影院、
珍珠泉礼堂、北洋大戏院、明星电
影院等。济南市文物局副局长于茸
说，这种变化体现了全社会对文化
遗产认知的一种发展和递进。

另外，像农业学大寨时的水
利设施、大炼钢铁时遗留的小钢
炉、“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居住的平房……也属于“新型
文物”范畴。

列为文保单位后，地方政府
保护的责任将增加，也将一定程
度上向公众宣传文化遗产，震慑
损坏盗窃文物者。于茸表示，像不
久前长清区发生的莲花洞佛头被
盗案，因为发生在省级文保单位，
案件侦破后对嫌疑人的量刑应按
照保护级别较高适当偏重。

位于历城区柳埠镇红旗村村口的红旗牌坊。 市文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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