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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楼空后
常有贼光顾
省城边缘性老宅因无文保身份处境尴尬
本报记者 殷亚楠

近日，泉城路北、明湖路南又有一批住宅被冻结，明府城一带的不少居民

又关注起自己所住的老宅来。记者调查发现，省城老城区内许多特色老房因

没有“文保单位”的身份，现状堪忧，有的面临拆迁生死未卜，有的躲过了拆迁

仍遭到破坏，门窗被盗、楼梯被拆……

9日下午，辘轳把子街1
号院儿门口，一位七旬老者
驻足许久。老人看到这个院
门口贴着一张“征收冻结通
告”。通告是崭新的，2012年
12月28日刚贴出，通告中提
及“明府城百花洲片区整治
工程(E区)房屋拟征收范围
已经确定”，征收用地红线

范围为东至曲水亭街，南至
辘轳把子街，西至文庙，北
至大明湖路。这范围包括曲
水亭1、3、5、7号院等，有上
百户居民。“房子冻结可能
不久就要拆迁，以后要去哪
里呢？”老人感叹，他在辘轳
把子街住了四十多年，本以
为能住一辈子，现在老了老

了可能还要搬家，心里很难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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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到现存老房总数的四
分之一。

冻结明府城片区引发关注老建筑

在2001年、2002年，济
南市考古研究所曾对济南
市城区尤其是老城区的地
上古、近代建筑做过一次详
细普查。当时划定的保存历
史原貌较好的老济南历史
街区有五大片区：宽厚所街
街区；县西巷街区；芙蓉街
街区；高都司巷、鞭指巷街
区；阁子前、后街街区。

而从2002年以后，因为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高都司

巷、县西巷、宽厚所街等街区
先后在拆迁中被夷为平地，
仅留下可数的几座老建筑，
其他的老建筑都没有跨越拆
迁这道坎儿。现在仅剩下原
明府城区域东北和老商埠区
面积不大的两片历史街区。

“那两栋楼的住户搬走
后，老房内被破坏得不轻，
木 头 楼 梯 扶 手 都 被 锯 掉
了。”住在大纬二路19号院
的孙女士感叹说，该院内共

有6栋较大的德式建筑，大
纬二路拓宽时有一栋被拆。
近期附近又要拆迁，19号院
内剩余的5栋西式老建筑终
于确定保留了，但人去楼空
后，被小偷“洗劫”过，门窗
和屋里的木头楼梯什么的
能拆的都被拆下拿走，而且
还在老屋里大小便，弄得很
脏。都确定要保留的老建
筑，为何有关部门不派人来
管管，孙女士质疑说。

保留下的老宅，常有贼光顾

国家和省市的文物保护
法律法规大都是针对文物和
文保单位的，但济南已被拆
掉的和现存的大部分传统住
宅建筑，没有被评为文保单
位。所以，“对它们的保护是无
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山东建
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
心负责人姜波告诉记者。

姜波认为，要保护好这
些边缘性老建筑，要尽快出
台针对非文保单位、有一定
特色的历史建筑保护的法
律法规制度，可以像上海那
样，出台针对历史建筑、历
史街区保护的地方条例。

另外，关于历史片区保
护利用的总体规划也非常

重要。专家们认为，对于这
些片区的保护，应该秉承大
思路，不固守于单栋建筑的
修缮，应该将历史街区和有
价值的老建筑、街区的道
路、水井等都保护下来，这
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传承济
南的历史文化，让它们给城
市增添底蕴和发展动力。

边缘性老建筑期待政策呵护

9日，记者从本次政协
会议上了解到，政协委员、
济南市古玩字画业商会会
长杨冉一提交了《关于市区
古建筑及百年民宅大院文
物保护的建议》的提案。

杨冉一建议，应尽快建

立城市古建筑及百年民宅大
院文物遗迹保护的具体章程，
使残存的古建筑历史遗迹得
到良好的管理和保护。

针对拆迁过程中许多
老建筑岌岌可危、被强拆误
拆的情况，杨冉一建议，在

片区冻结之日起，就应设立
拆迁地段群众监督电话，使
群众能够及时将拆迁地段
的古建筑实时信息传递给
政府，“并且政府应以书面
形式回答老建筑的留存去
向信息。”

委员提案：保护老建筑和百年民宅

辘轳把子街北侧近期被征收冻结，这附近的民居老宅大都已被改建翻建过。
本报记者 殷亚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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