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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燕喜喜堂堂可可申申请请文文保保专专项项补补助助””
邻居出面反对，燕喜堂修缮又陷困局

本报济南2月29日讯（记者
郑帅 实习生 杨庆宇） 位于
济南历城区济钢新村内的鲍叔牙
墓是济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在29日中午，有市民反映称，古
墓坟头上的二十多棵树木竟然被
人给刨了。

29日下午3时许，记者赶到济
钢广场鲍叔牙墓看到，坟头上的
树木已完全被刨光，仅在坟地西
侧留有一棵约20厘米粗的小树。
坟头上仍留有几个树坑，坟头两
侧，则堆放着新砍下来的树枝。

“坟头上面原来长了不少树，
大多是酸枣树，也不是刻意种的，
都是自己长出来的。昨晚有人来
刨了一部分没刨完，今天下午又
过来刨，可能是被人阻止了，所以
现在就剩下那一棵了。”一位附近
的居民说。

在记者采访期间，历城区园
林局以及历城区城管执法局的工
作人员赶到了现场，园林局的一
位工作人员称，他们是接到市民
举报称鲍叔牙墓上的树木被人砍
伐，所以来现场进行调查。据初步
调查，坟头上的树木可能是鲍家
的后人为了修缮鲍叔牙墓才刨
的，目前当事人正在赶来配合调
查。

几分钟后，两名鲍姓市民来
到现场。其中一位鲍先生称，树木
是他们家族里的人雇人刨的，原
因是现在临近清明，他们想把墓
地重新进行修缮。

“我们已经成立了鲍氏族氏
研究会全国理事会，会议是在济
南开的，所有全国代表都到了，他
们有没见过老祖宗墓的，就前来
瞻仰。可能是有人来看了以后觉
得墓上有不少杂树，觉得也快到
清明了，就想修缮一下，所以找人
把这些树给刨了。我们就是想在
上面种上一些四季常青的花木，
绝不是要破坏古墓。”鲍先生说。

历城区园林局的工作人员
称，鲍叔牙古墓是济南市重点保
护文物，相关修缮工作必须要有
相关部门的许可，他们将会对情
况作进一步的调查。

鲍叔牙是春秋时代齐国大
夫，他最广为人知的事情，莫过于

“管鲍之交”，推荐管仲当上齐相，
从而帮助齐恒公九合诸侯，成就
齐国霸业。

鲍叔牙墓

被刨树？
原来是鲍氏后人在修墓

2月29日下午，记者联系上
山东省文物局办公室的许姓工
作人员。他说，像燕喜堂这种情
况，产权人可以申请“抢救性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重要文
物保护单位是有一定的维修经
费的，燕喜堂可以申请这笔专
项补助经费。”

按照济南市考古所给“堂
主”赵先生制定的修缮方案，费用
大致在二十七八万。那么，依靠省
里的补助资金，赵先生修房子的

资金“短板”就能全部解决吗？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应该

问题不大。现在全省有1700多
处省保单位，这方面的专项经
费大概有几千万。我们会根据
经费的调度情况和项目的实际
需求，下拨一定数额的维修基
金。同时，这是一个配套性政
策，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配套投
入部分资金。因为这种经费的
目的是起到杠杆作用，撬动地
方政府保护文物的积极性。如

果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跟不上，
抢救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
也是很难申请到的。”该许姓工
作人员称。

记者从省文物局了解到，
赵先生要想申请专项补助经费
的话，首先要在区市两级文保
部门的帮助下，逐级上报修缮
方案。省级文保单位同意方案
之后，再根据文物的重要程度
和项目的实际情况，给文保单
位审批项目资金。

八十年文保房成危房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
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波认为，社
会资金的注入或许能为文物保
护工作带来新的转机。“文物保
护资金的现实状况是，政府的专
项资金不足，社会资金又很难融
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数又比较
大，这样一来，本来就不宽裕的
专项资金就更捉襟见肘了。”

“在欧盟的有些国家，他们
在引入社会资金进行文物保护

时，做法较为灵活，政府投入资
金的比例也就百分之二十左
右，其余资金由企业来解决。比
如说在法国，如果企业参与文
物保护，政府可以给参与企业
免税。企业投资在文物保护上
的资金，可以抵消企业应向政
府缴纳的税金。如此一来，企业
既做了公益、有了荣誉，也没有
在物质上有所损失。在这种刺
激下，很多企业的积极性很高，

也有效解决了文物修缮的难
题。”

姜波也认为，政府既然公
布了文保单位的名单，这些文
保单位就成了社会共享的文化
资源，政府出资来进行修缮也
是应该的。“在台湾金门等地，
政府对个人修缮文物会有一定
比例的资助。产权人在修完文
物之后，可以最高获得政府75
万新台币的补助。”

引入社会资本

或能解资金难题

29日下午，记者再次致电
历下区文化局文化产业科。“事
情比以前更复杂了，现在已经
不只是钱的问题了。29日上午，
赵先生的一位邻居来我们这反
映情况，他反对赵先生修房子。
因为老房子之间都紧挨着，有
部分墙还是共用的，所以他反
对赵先生修房子。”该部门一工
作人员表示，出现这一新情况
后，上级部门在审批修缮方案

时，可能会考虑邻居的说法，问
题能否解决就更加不确定了。

而此前记者在泉城路街道
办事处采访时，城管科的工作
人员也告诉记者，出于实际工
作的考虑，老城区内的危房在
整修时要征得四邻同意。“这样
做主要是因为部分墙体等建筑
是共有产权，修缮时需经多方
同意；同时，房子在修缮过程中
可能对相邻房产造成伤害，这

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以后出现更
多纠纷。”

本来，要是能用上省里的
专项资金，赵先生还能看到房
屋重新修缮的希望，可出现这
一新情况后，他再次犯愁了，而
且表示很不理解。“房子快要塌
了都不让修，那要等到什么时
候？要是出了安全问题，谁也担
不起这个责任！”赵先生激动地
说。

“现在不让修，

塌了谁负责？”

本报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张家文

2月26日、27日，本报持
续报道了省级文保单位燕
喜堂遇到的修缮难题。29
日，山东省文物局工作人员
表示，如果燕喜堂的修缮方
案通过，赵先生可以申请

“抢救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
经费”，有望解决燕喜堂的
修缮难题。但是，因燕喜堂
的部分墙体与邻居共用，有
邻居反对赵先生修房子，如
此一来，赵先生好不容易看
到的这一点希望，又变得不
确定了。

想申请专项经费

得先通过修缮方案

▲燕喜堂的墙壁已出现大面积墙皮脱落现象，看起来岌岌可危。
本报记者 李阳 摄

燕喜堂被评为济南市第四批文保单位。本报记者 李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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