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列入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已一年

百百年年德德国国高高职职公公馆馆依依然然破破败败

记者看到，院子里种了不
少草木，有核桃树、梧桐树、槐
树、枸杞树等，王先生告诉记
者，一到夏天满院的绿植郁郁
苍苍，小院显得格外凉爽幽静。

虽然外表看起来破败，但
是王先生说，只要是住人的房
屋里，原来老建筑的物件仍然
在使用，而且利用得非常好。

王先生带记者参观了一处
某单位的办公室。只见在房屋
中间的部分有一处壁炉，一位
工作人员正在往壁炉里添柴
火。屋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天气比较寒冷，但是走进屋内
却非常暖和。

“你看这一处壁炉就可以
供这两层楼取暖。”王先生说
道。

原来，这一处建筑里只有

壁炉这一个供暖设备，其他房
间也没安装暖气片，但是壁炉
的热量可以供给每个房间。王
先生解释称，因为建筑本身的
墙壁都比较厚实，保温性极佳，
而且墙壁内都埋有烟道，只要
壁炉一点燃，热量会随着烟道
分散到各个屋内，完全不需要
安装外接供暖设施。

记者还看到，原有房屋里
安装的铜质门把手、吊灯、木地
板、排水管道等装修设施仍在
使用。门把手被磨得锃亮，却仍
然很坚固。

不过毕竟是百年老楼，小
毛病还是不断。“你看，这些墙
壁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红
色砖块，还有的房屋经常漏雨，
居民盖上了塑料布。”王先生无
奈地称。

百年老建筑日渐苍老，却
无人问津，虽已被列入文物保
护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
护和利用，这让不少市民很揪
心。

不过，济南市文物局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纬二路19
号的这处老建筑的现状，文物
部门能做的也比较有限。该工
作人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
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
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
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
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
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
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
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
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而据市中区文化局文化艺
术科工作人员介绍，该处房屋
的产权比较混乱:“有的房子是
个人的，有的房子归某单位所
有。”使用人或者产权人无法统
一，如果有一方使用人或者产
权人不同意或者不出钱，就无
法对这片建筑进行统一修缮。

另外，即使要修缮，也要有
一定的要求。根据《文物保护法》
规定：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
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
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迁移、重
建，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
书的单位承担。对不可移动文物
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
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纬二路19号老建筑的破败
处境，让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
筑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波颇
为心疼。姜波说，建筑是永恒的
记忆，这片建筑是胶济铁路工
业廊道文化景观带重要的文化
遗存，是胶济铁路的见证，是济
南近代开埠重要的文物和工业
遗产。

去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
两名研究生不远万里来到济
南，对胶济铁路沿线的文化建
筑遗存做毕业设计论文的调
研，纬二路19号是其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姜波作为指导老师
带领两名研究生对这片建筑进
行了深入探访。他对这片老建

筑的现状感到焦虑。
姜波认为，对于老建筑的

保护不是挂个牌就了事。“对文
物保护，首先要有一个保护的
基本方案，尤其是像纬二路19
号这样非常重要的文物，应该
有正确的保护方案。这片建筑
已经110多年了，建筑的砖瓦、
设施都在逐渐损坏，任其衰败
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不管挂牌还是不挂牌，最
终的目的还是让建筑文物更好
地保存下来。”姜波说，相关单
位应当出台更科学、更有效的
解决办法，交由专业的机构进
行修缮、保护和利用，以保护济
南这些仅存的“老记忆”。

建筑智慧：一个壁炉供全屋取暖

文物部门：谁使用谁修缮，无强制

专家：保护不是挂牌就算了

纬二路19号院内破败的建筑，杂草丛
生，落叶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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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纬二路19号的德国高级职员公馆，被列入济南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已经一
年了，但是院子还是那样凄凉，建筑还是那么破败。近日，记者采访发现，不管是市民还
是里面的住户都希望建筑能够好好修缮保存，但是实际情况却没那么简单。

济南市民周先生在纬
二路附近上班，每天他都
会途经纬二路19号这处原
属德国高级公馆的小院。
里面德式风格的建筑和那
种闹市中幽深的小院让他
很喜欢。不过，眼看着这处
已经被列为济南市第四批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一天
天衰败，他心里特别难过。

“这处建筑就处在火
车站附近，每天这里都会
有大量的外地游客和市民
经过，原本是一处很好的
济南名片，但是却没有被
好好利用，真是太可惜
了。”

5日上午，记者来到纬
二路19号的原胶济铁路德
国高级职员公馆。小院大
门口挂着一张“济南市第
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
子，落款时间是2013年12
月20日。走进小院，可看到
小院呈三角形，共七栋建
筑，其中南侧一栋、西侧一
栋、中间一栋、北侧四栋为
二层小楼。其中，中间一栋

为一层建筑物，其余房屋
为二层建筑。

记者看到，几栋房屋
都比较破败：墙壁斑驳不
堪，窗户玻璃破损，落叶满
地、杂草丛生，小院里遗存
的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使
其显得更加凌乱。有的房
屋还有人居住，为防漏雨，
居民在上面覆盖了塑料
布，影响了建筑的整体风
貌。据悉，院子里的建筑是
1903年建成的，经过110多
年的风吹雨打，房子外部
早已破损不堪。此前，这里
曾有20多户居民，如今仅
有几户住家，其中北侧的
几栋建筑成了一单位的办
公地点。

在这里住了15年的王
先生告诉记者，他父亲是
铁路职工，房子是单位分
给父亲的。原来的时候，单
位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
修，维护得非常好，“但是
自从2000年左右最后一次
大修后，就没人管了，都是
住在这里的人自己修的。”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市民忧虑：

都成文物了，咋还这么破？

虽然挂上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但这处112岁的老建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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