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离朝阳街”拉开历史街区改造大幕
烟台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审查，同时启动老街保护计划，更好传承烟台历史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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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的一只脚已经跨进历
史文化名城“国家队”，相信不久
的将来就会将这张城市名片揽
入怀中。届时，全国文明城市、最
佳魅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的烟台，将再上新台阶，城市竞
争力将更上层楼。

有人说得好，如果没有历史
文化，城市就没有了灵魂。而历
史文化的变迁、城市发展的脉
络，又都凝固在一座座老建筑、
一处处文物上，所以，可以说，保
护老建筑和文物，就是保护城市
的灵魂。

在这方面，烟台做得非常出
色：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
筑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
历史风貌……正是带着这样充
实的灵魂，烟台走上了申报历史
文化名城的道路。

更可贵的是，烟台申报名城
不是为了争名，而是为了城市的
持续发展，为了历史文脉的传
承，为了文化的源远流长。

烟台将来进“国家队”是显
而易见的，也是实至名归。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经国
务院批准命名的唯一一张国字
号名片，能充分体现城市的整体
竞争水平。两年前，蓬莱已经迈
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未
来烟台再加入，文明烟台、魅力
烟台、美丽烟台将再次升级。

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护好老建筑

保住烟台魂

保存古城区，留住烟台根
对奇山所城的保护二十年前就开始了，文化工作者年年挨家挨户转

隔本报记者 刘清源 见习记者
张萧云

qlwblqy@vip. 163 .com

相比烟台其他文物保护单位，
奇山所城的保护困难更大。这片在
市中心留下来的古城区，赖于历代
文化工作者的多年努力才得以保
存下来。他们深知文化的延续对一
个城市的重要性。

“奇山所城的保护工作从20世

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因为基础设
施不完善，原住民越来越少，在此
居住的大部分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乱搭乱建现象比较严重。”日前，烟
台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闫勇说，因
为居住人口密度过大而且比较混
乱，奇山所城的改造与保护是烟台
市文物保护工作中难度较大的部
分。

“审批历史文化名城专家组来
考察的时候，惊异于烟台能在市中

心这么完整地保存下一座古城区，
这在全国也是少见的。”闫勇介绍，
从明朝至今，奇山所城是历史的延
续，没有奇山所城的军事设施就谈
不上烟台的起源。从地理上来说，
奇山所城与朝阳街、烟台山也是延
续的关系。

城市的发展与文物的保护本
身就是矛盾的，这些年来，在历代
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奇山所城比
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闫勇已经记不清这些年去奇
山所城跑了多少次，挨家挨户转了
多少圈。在这片不大的区域里共有
243处文物，其中35处优秀建筑是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2013年的又一次调查中，考
古部4名工作人员分成两组同时挨
家探访，每组人员要详细记录探访
房屋的历史价值及现状，这样的调
查要持续整整一星期。

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杨
帆认为，不管奇山所城以何种方式
改造，改造后的奇山所城都应该保
存原有的人文风貌，它体现的历史
传承性才是最重要的。

“望更多社会力量融入名城保护”
文物专家李文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块牌子，后期维护更重要

隔本报记者 刘清源

“文物就是历史文化名城的
魂。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一块牌
子，后期的保护发展更为重要，而
文物保护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
分。”市文广新局文物科科长李文
强认为，名城的维护是要世代传承
的长期工程。

“烟台创建历史文化名城有诸
多困难。”李文强认为，主要有三个
方面。“从根本上来说，城市的发展
和文物保护之间是一对必然的矛

盾。其次，烟台地区共有4962处文物
保护单位，其中县级以上文物保护
单位有369处。如此多的文物保护单
位的所有权和管理使用权分属于
不同的国有单位、文化系统、企业、
部队、个人，统一管理的难度非常
大。再者，文物保护不是一句空口
号，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去年烟
台投入了1200多万元的专项基金，
但对于4962处保护单位来说，还是
显得捉襟见肘。”

不过，对于这些困难，李文强
也有自己的想法。

“根本矛盾方面，从市委市政
府申办历史文化名城系列进程来
看，政府是侧重于文物保护的。作
为职能部门，我们也会继续加大对
文物保护的宣传，提高市民的保护
意识。”另外两方面，根据《文物保
护法》，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
人负责修缮、保养；如今在一些南
方城市，一些社会力量也参与到文
物保护行列中，这都是一些积极的
探索，“希望大企业、社会组织也能
融入烟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行
列中。”

隔本报记者 李园园
qlwbyy@vip. 163 .com

“搬离朝阳街”拉开烟台历史
街区保护与改造大幕！日前，记者
从朝阳街历史街区改造指挥部了
解到，3月底朝阳街40多家单位开
始陆续腾空用房，搬离朝阳街，烟
台历史街区保护与改造大幕正式
拉开。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重要一环，历史街区保护与
改造不仅是申报名城的“硬件”之
一，更是为了保护不可再生的历
史文化遗存，传承城市的历史文
脉。

今年1月下旬，烟台申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审查，意味着烟
台已基本拿下“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这张城市名片，即将踏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行列。据了解，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具备五大“硬
件”：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
集中成片；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
风貌；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
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所申报的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有两个
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

从新石器时代的白石村遗址，
到明清时期的海防重镇奇山所城，
再到清末开埠建成的烟台山近代
建筑群，烟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以上5个硬件样样不缺，比如，“两
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的硬件，
烟台就有朝阳街和奇山所城。

不过，名城的标准很高，光文
化底蕴深厚还不够，还要有相应的
保护规划；况且申报历史文化名
城，不仅是为了争一张城市名片，
更是为了保护不可再生的历史文

化遗存，传承城市的历史文脉。所
以，对历史文物的保护、改造和提
升就显得尤为重要。烟台在申报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同时，已有了对
朝阳街、奇山所城等历史街区的保
护与改造计划。

今年初始，朝阳街区各单位
接到“烟台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性改造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通知：烟台市历史街区提升、改造
项目已列入2013年度烟台市城市
建设重点工程，要求各单位陆续
腾空用房，搬离朝阳街。2 0 1 3年，
烟台也将启动对奇山所城的保护
与整治。改造后的历史街区将呈
现“修旧如旧”的格局。

2012年5月14日，烟台正式启动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到今
年1月下旬通过国家审查，仅用了8

个月时间。

快评

隔本报记者 李园园

奇山所城篇>>

出生在所城

坚守在所城

因为生活条件差，原先生活在
这里的奇山所城人几乎都搬走了。
但还有这么一户人家，一直不舍得
搬走。

今年60岁的张善夫老先生，从
1954年出生至今一直居住在所城
北门里34号一个独门独院里。据张
老讲，他是所城张家第18代嫡传后
人，1911年他的祖父带着家眷从所
城别的院子搬到现在居住的院落。

在他记忆里，这个院子和胶东
民房相差无几。但比外面的民房，
显得更古朴。院子只有三间北屋，
没有厢房。一进门就是正屋，正屋
两侧各有一个门，分别连通着东屋
和西屋。一进正屋，门口盘着两个
大锅灶台，灶台前面的墙皮上面糊
着纸，每年过年前都会在旧墙纸上
糊上一层新墙纸。“小时候兄弟姊
妹七个都住在这里。”弟兄几个和
父亲住在西屋，母亲和姐姐们住在
东屋。

后来，姐姐们出嫁、哥哥们结
婚，都离开了所城。作为最小的儿
子，他一直留在父母身边，守着这
个“老宅子”。再后来，因为这里没
有暖气、厕所是旱厕……生活条件
差，很多老所城人都搬走了。“我们
一直舍不得搬。”张老说，这么多年
和这个老宅子有了感情。

张老家的院子还保持着原来
的模样，屋顶上的瓦片蒙着一层岁
月雕刻的痕迹。“不舍得修缮房子，
不是怕花钱，就想保持原来的模
样。”张老说。

如今女儿出嫁，只剩下老两口
了。“年纪大了，就是担心冬天晚上
上厕所，要从被窝里钻出来跑到院
子里去。”张老说，听说这里要改造
了，也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让在这
继续住着。他还是希望，继续留在
这里住着，房子能修缮的尽量修

缮，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朝阳街篇>>

那些洋建筑

在海边守候

1861年烟台开埠，拉开了烟台
近代城市发展序幕，大量中外人口
向烟台流动并在此聚居，朝阳街一
带不仅成了烟台最繁荣的商业区，
也成了聚居区。光阴荏苒，随着历
史变迁，如今这里变得异常安静。

在朝阳街历史街区改造指挥
部墙上，记者看到一幅拍摄于20世
纪80年代的朝阳街老张片。黑白色
的照片上，可以看清楚两个人，一
个是拉黄包车、戴着草帽的车夫，
一个是穿着高跟鞋、长裙、烫着卷
发行走在街上的少妇。另外一些模
糊影像，则可以看出这个街道车水
马龙的喧闹。

“烟台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太美了！”初到朝阳街的年轻人被
深深吸引。这是一条长约400米、宽
约10米的街道，街道两旁的建筑虽
然有些古朴，但洋味十足。在朝阳
街北头，当初的克利顿大酒店还
在，是俄国人建造的，因孙中山下
榻而出名。

如今，朝阳街虽然还是个商业
街区，但除了晚上的几个酒吧、迪
厅，夏日的贝壳工艺店还热闹外，
其他时候显得特别静谧，似乎在等
待一种归宿。

“以前这里可是像王府井、南
京路一样热闹繁华的商业街。”一
位如今还居住在朝阳街的80多岁
老奶奶说，当初他们都称朝阳街为

“十里洋场”，有商铺、洋行，晚上也
是灯火辉煌。以前烟台的夜市就在
这里，搬走后这里一下子安静了。

“听说要改造了，不知道还能
不能再见她的美貌。”老奶奶望了
望对面说，我就住在那，一辈子了。

朝阳街周边坐落着一些平房，
住在这里的侯先生说，小时候朝阳
街特别热闹，住在这一带是很自豪
的事。“不过，住平房也有不方便的
地方。”

那些老建筑

承载着烟台记忆
奇山所城、朝阳街正默默等待“蝶变”

奇山所城的街巷透着古朴的韵味。 记者 李泊静 摄

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小巷里骑车，感觉一定很不错。 记者 李泊静 摄

矗立在朝阳街两边的都是洋建筑。 记者 李泊静 摄

部部门门

探探访访
故故事事

2013年1月下旬，烟台通过
了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
家评估组的评估审查。

烟台申报历史

文化名城时间表

2012年5月14日，烟台正式启
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
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申报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烟台市申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工作方案》。按照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材料要
求》，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积极准备申报材料，高质高效地
进行申报工作，完成了40多万字
的申报文本和申报资料汇编。

2012年8月18日，烟台市“申
名”工作通过了省住建厅会同省
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审查。

2013年1月15日，山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会同山东省文物局
组织召开了《烟台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2011-2020年)》评审
会，评审通过了名城保护规划；与
此同时，烟台朝阳街、奇山所城两
个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经第三十
一次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市
政府公布了27处市级历史建筑，
并建立档案，加强对历史建筑的
保护。

2012年10月26日，《烟台市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规定》经市
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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