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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业业建建筑筑遗遗产产““家家底底””要要摸摸清清了了
人大代表建议有代表性的应列入文物保护名录

本报3月24日讯（见习记者
范佳） 记者了解到，济南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今年上半年将完成
规划编制。目前，百花洲正实施题
壁堂居民房屋搬迁。

据了解，当前，济南市规划局
已完成基础资料调查研究、规划
初步方案等工作，今年上半年将
完成规划编制。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代
表工程，百花洲一期工程已完成
地上建筑主体建设，地下停车场
已顺利封顶，并启动了后宰门南
侧区域沿街院落的征收策划和论
证工作。以题壁堂、状元府等重要
节点为试点，先行实施改造修缮，
并探索公房产权置换的拆迁方
式，以推动明府城片区的拆迁征
收工作。目前，正在实施题壁堂居
民房屋搬迁，并完成了状元府的
摸底调查工作。

24日，记者在曲水亭东侧百
花洲一期工地看到，百花洲畔，杨
柳依依，不少仿古建筑已经建成。
地面多用青砖石板铺成，院落之
间泉水相连，置身其中，仿佛回到
了昔日的济南府。

济南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处主
任杨国芳介绍，百花洲工程竣工
后主要用于文化娱乐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展示，其中有一个院落
专门展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
意拳。一期工程预计今年开放。

百花洲一期

预计今年开放

本报3月24日讯（见习记者
范佳） 3月24日，记者跟随济

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和人大
代表了解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工作
情况时了解到，下一步济南市规
划局将全面普查认定工业建筑遗
产，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修复、改
造、利用措施。

去年，济南市人大代表胡正
春曾提出《关于对济南工业建筑
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建议》。他提
出，近20年经过几轮城市改建以
后，济南的工业建筑遗产所剩无
几，目前济南津浦铁路工厂(济南
机车工厂)、成丰面粉厂、仁丰纺织
厂、裕兴化工厂等还有不少厂房、
办公楼等工业建筑遗产得以保留。

“对济南的工业建筑遗产从
政府到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
定义。”胡正春表示，加强对济南
工业园遗产的基础研究是当务之
急，同时要将具有一定历史文化
和建筑价值的代表性工业遗产列
入各级文物保护名录。

针对胡正春的建议，济南市
规划局多次与人大、文物保护等
部门衔接，着手开展了关于历史
建筑保护政策的研究，促使保护
工作有法可依。

下一步，济南市规划局将结
合计划开展的工业遗产与创意产
业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全面普查
认定工业遗产，明确特色建筑（或
设施设备等）保留处置要求，并结
合实际情况提出修复、改造、利用
措施，为项目开发建设提供规划
依据和指导。

胡正春强调，工业遗产保护
中，应注意将优秀建筑的主题保
护下来，同时与实用性相结合。

“不产生新的功能就没有生命
力。”

原济南皮鞋厂：

变身产业园
走进西街工坊创意文化

产业园，老式的厂房建筑，高
高耸立的烟囱，怀旧的味道扑
面而来。西街工坊前身为老济
南皮鞋厂，于2012年4月开工建
造，共占地22亩，分南北两个院
落。产业园的一层为文化产业
展示区，包括美术馆、剪纸艺
术馆等。园区的二三楼最主要
的区域为大学生创意孵化基
地，为应届毕业两年之内的大
学生免费提供创意孵化平台。

成丰面粉厂：

保存4栋建筑
目前,成丰面粉厂旧址内

还保存着4栋建筑,分别是原来
的办公楼、东库房、西库房和
制粉楼。办公楼是砖石结构,楼
体由青砖垒砌。东库房为红砖
红瓦,西库房的墙体是白色的,

门口上方两侧装饰着对称的五
角星。北侧是制粉楼,2007年遭
遇一场大火后只剩下了骨架,楼
内被火烧的痕迹非常醒目。制
粉楼整体5层,东侧为7层,高30多
米,曾是济南北部最高建筑。

原济南火柴厂：

厂房已无踪影
济南火柴厂的旧址位于

顺河西路的银座晶都国际广
场,在这里,两座现代化的写字
楼高高耸立,火柴厂的老厂房
早已不见踪影。近些年来 ,由
于企业管理机制落后,而且火
柴产品已经失去市场,济南火
柴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当年的
辉煌早已不再。1994年 ,济南
火柴厂被收购,厂房于2009年
推倒,原址建起了银座晶都国
际广场。

济济南南那那些些老老工工业业建建筑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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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老济南皮鞋厂化身西街工坊创意文化产业园。 本报见习记者 范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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