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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海草房⑵

成山卫镇唐家庄有一位老
人，现在坚持赶海，不是捞海鲜，
而是捡海草，攒得多了，竟有人慕
名上门收购。

曾经5分钱一斤的海草，现
在最贵时都能卖上每斤六七元，
但即便这么金贵，也是有价无货。

过去海草、山草茂盛，量多价
低，现在，海草稀缺价高，最低也

得3元一斤，四间海草房起码得
4000斤海草，仅此一个屋顶就得
1 . 2万元。若使用红瓦，四间房用
5000片瓦，每片1元，最多5000
元，远比海草房便宜而且省工。

成本当头，所以现在荣成村
民放弃海草房，“现在想盖海草房
是一种奢侈，盖不起，成本太高。”
村民感慨。

城镇化浪潮之下，年轻人喜
欢进城，更是彻底抽掉了海草房
的存在必要性。在村民眼中，“海
草房又矮又小又窄，年轻人都不
愿住，城里的楼房多宽敞”。

8月31日中午，吴家疃村的
王女士拐着菜篮子，从自家的菜
园采摘回来。她的儿子在威海城
区上班，已经定居威海，平时家里
就她们老两口，“现在的年轻人哪
还有在村子里住的，村里已很多
年没盖过新房了”。

走在村街上，几乎看不到年
轻人，路边树荫下、田间地头都是
老人。

年轻人外出学习、打工，壮年
村民外出务工，村里的很多海草
房人走屋空。有的海草房常年无
人居住，房顶结满斑驳的苔藓，生
出一簇簇瓣尖色红的瓦松。有的
海草房长年得不到修缮，屋顶坍
塌。比较完好的海草房住的都是
老人，用袅袅炊烟延续着乡村人
脉，也支撑着海草房。

海草房变“空巢”

海草金贵，“弃草从瓦”

如今，海草房这一文化遗产
已引起了社会高度重视。

2006年底，荣成市政府出台
《荣成海草房民居保护试行办
法》，划定了海草房民居保护村群
落，市财政每年拨20万元专项经
费，用于海草房的维修。

荣成市文管所所长乔文江介

绍，海草房民居保护正式实施。每
年，他们会在保护范围内的重点
村落、海草房集中区域，选3到4
个村，修复保护海草房，村民可自
愿向市文管部门申请。

经现场考察，按先重后轻原
则，文管部门审批，对应修缮的海
草房予以补助，补助费是房屋维

修市场价的70%。
截至2007年，荣成全市还有

2万多户、9万多间海草房。乔所
长说，自该项政策实施以来，荣成
村民对海草房的保护意识大大增
强。2012年，东楮岛、烟墩角、大
庄许家、巍巍村的海草房聚落被
评为威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海草房保护被重视

然而，保护海草房仅靠每年
20万元政府拨款远远不够。

乔文江透露，今年他们已将
东楮岛海草房申请上报山东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审核
中。如能获批，将会得到资金支
持，缓解保护资金缺乏难题。

除资金紧张，海草稀缺制约
着海草房保护。在荣成海草房保
护区外，很多村镇正在进行旧村

改造，一些海草房被拆掉，有人
上门收购海草。收购海草的生意
人都掌握一些苫匠，他们出售海
草同时，也一定会推介苫匠服
务。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些
回收的旧海草，往往被以5元甚
至10元的高价转卖给北京等外
地城市，造成本地海草大量流
失。

荣成现有9万多间海草房，
若想全部纳入保护范围，资金和
海草是必须解决的双重压力。对
此，乔文江认为，对全市所有海
草房予以保护是不现实的，以后
会逐渐把偏远村落、海草房分布
零散区域划出保护范围，最终留
下一些历史悠久、海草房密集区
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区域，实行重
点保护。

保护海草房面临的困难

海草房保护的喜与忧
曾经遍地的海草房，如今零星分布在大海之滨，有的坍塌破损，有的被红瓦白墙取代。当现代化元素铺天

盖地，海草房正逐渐成为传统文化标本。如何保护残存的海草房，如何传承胶东特色的民俗文化已成为一代
人要面对的大难题。

马山寨，一栋无人居住的海草房已坍塌。

因无海草，成
山镇北郑村一户村民
只能用红色塑钢“苫”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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