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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壳的“文保”危房

2211处处文文保保危危房房待待修修，，队队伍伍仅仅22支支
文物保护单位修缮能力远跟不上存量，有的两年还没修完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将优先修缮

老百姓最关注的

济南市文广新局网站公布
的信息显示，截至目前，济南市
共公布了4批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共计203处，另外，济南还有
省级文保单位151处。历下区文
化局文化产业科工作人员表
示，历下区文物有80余处，其中
光老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就有60
余处。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分别
探访了其中多处省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其中一些文物单位保
护情况不容乐观。跟八旗会馆

一样，“西公界街6号传统民居”
门外悬挂着济南市第四批文物
保护单位的牌子。进入该院，门
楼石上长了一棵一米高的树，
屋上的瓦也摇摇欲坠。“每当刮
风下雨，屋上的瓦就往下掉。为
防止瓦掉下来，我们门窗上安
装了遮挡的石棉瓦。”住户说。

位于历下区县东巷105号
的鞠思敏故居、坐落于济南市
历下区金菊巷1号的燕喜堂情
况同样不容乐观。

4日，记者再次来到济南
市历下区文化局了解情况，该
局文化产业科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老城区60余处文
物中有21处需要进行修复，但
这21处不可能同时开工，需要
从中再选出今年能修复的文

物。
“我们正在跟市考古所

协商确定到底哪几处今年进
行修复，那些老百姓关注很
大的、社会影响很大的文物
可能优先进行修复，以解决
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该工作
人员表示。

文物修缮需有资质队伍

题壁堂两年还没修完

至于为何这21处文物不
可能同时开工，齐鲁晚报记者
了解到，除了要考虑到明府城
的规划问题，非常关键的原因
就是因为修缮能力达不到，目
前省城有文物修复资格的队
伍仅两支，文物修复能力远远

低于危旧文物的存量。
历下文化局文化产业科

相关工作人员称，如果不是
文物保护单位，翻盖老房子
非常简单，一旦牵涉文物，就
涉及谁有修复资质的问题。

“普通房子的规划很简单，
但是文物的规划必须有国家认
证资质的设计团队和施工团
队，目前济南只有两支队伍有
资质和资格修缮文物。”该工作
人员坦言。

据悉，济南老城区的文物
保护单位一般都是老建筑、老
房子，修复队伍在修复时需要
非常仔细。“我们必须把房子
掀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腐朽，
再把地基挖开。房子从上面看
没问题，但是地基可能已经烂

了，我们要选择跟地基一模一
样的材质进行修复，不能说这
块烂了就不要了，补上就不属
于文物了。”该工作人员称。

2013年10月，济南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对济南市考古
所呈报的《题壁堂维修保护施
工设计方案》及《题壁堂维修
保护施工设计方案》正式批
复，原则同意该所所报方案，
并要求该所严格控制构件及
材料的更换，尽可能保留原有
历史信息。

“文物修缮并非一两天，题
壁堂已经修了两年，后面的一
个院子还没动。虽然我们确定
了21处修缮单位，但是不可能
同时进行，必须有重点。”该工
作人员表示。

4日，本报报道了因自己居
住的房子是文物而被叫停修
缮，孔先生不得不等待文化部
门来翻建即将坍塌的老房子。
根据历下文化局的统计，除了
孔先生所在的八旗会馆，亟需
修复的文物还有二十余处。但
济南有修复文物资质的队伍仅
有两支，文物修复的供给能力
远远小于存量。

西公界街6号传统民居为济

南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门楼顶

残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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