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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来曲阜旧民居青砖
着手修复张采丞故居
百岁中山公园扩建工程东片区动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光营 实习生 王鑫鑫 侯银丰

作为省城提升的重点项目，老

商埠区正在进行改造。记者14日获

悉，中山公园东片区已经动工，正

在修复张采丞故居。另外，中山公

园尚未改造，但未来将扩展为三大

片区，整个老商埠区计划打造经二

路和纬三路两条十字轴线。

13日，记者在老商埠区
中山公园东片区看到，位于
经三路、经四路、纬三路、纬
四路的区域已经被围起来，
空旷的院内只有两栋西式洋
房，南北相距约 50米，工作
人员正在对其进行修复。

“这是大盐商张采丞的
故居，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据施工人员介绍，北侧二层
建筑是 20世纪初期济南民
族资本家张采丞的故居，建
于1907年前后，为中西合璧
建筑风格。

据悉，张采丞故居前期
已经进行加固，西门位置安
装了一个直通二层的露天楼
梯，屋脊走样和挂瓦方式都
是依照原貌复制。整栋建筑
外装饰已经完成，施工人员
正在二楼铺设青石砖，与普
通砖头不同，青石砖呈方形，
古色古香。“这都是从曲阜的
旧民居上拆下来的，很有历
史文化底蕴。”正在铺砖的工
人说。

而位于南侧的那栋老建
筑需要向东移动大约40米，

与张采丞故居呈南北平行状
态。目前，这所老建筑四周墙
壁已经用钢梁进行加固，将
择时进行移动。

据介绍，中山公园东片
区将秉承清末民初西式建筑
风格，在坚持德式和巴洛克
风格的同时，突出民国时期
西洋建筑特色，体现老商埠
的文化精髓。项目建成后将
扩大城市绿化景观范围，呈
现都市文化休闲、创意产业、
休闲购物、城市绿地休憩等
四大亮点。

“早就听说要改造扩建，
但一时半会儿恐怕也动不
了。”13日，记者在中山公园
看到，不少市民在园内健身
休闲，尚无改造的迹象。从北
门进入转了一圈，中山公园
虽然不大，但百年公园内留
有不少老建筑和古树名木，
留下了不少历史的记忆。

据了解，中山公园是开
埠时建设的省内第一座公
园，今年已经建园110年。在
百年历史发展中，除了古建
筑，中山公园目前还有杜梨、

皂角树等105棵古树名木。公
园东侧就是有名的旧书市
场，不少来淘书的市民说，书
市在全国也比较出名，希望
扩建后也能保留下来。

据了解，中山公园扩建
是济南市的重点项目，扩建
后将东至纬四路，西至小纬
六路，南至经四路，北至经三
路，总面积扩建为6公顷。

按照规划，中山公园将以
现有园区为中心，向东、西方
向扩展，划分为老中山公园
区、东部新中山公园区和西部

五三惨案纪念广场区三个片
区。扩建后形成商埠历史文化
展示区、中山文化展示区、公
园历史文化展示区等不同文
化主题的功能区域。

此外，在公园扩建中要
保留园内现存的古树名木和
53棵大树，保护皇宫照相馆
等文保单位，维修济南老图
书馆，保留北侧老旧建筑墙
基及部分墙体。公园内设置
大型地雕、胶片墙、火车头雕
塑等景观小品，展示老商埠
区的历史和文化。

开始修复张采丞故居，另一老建筑东移40米 百岁中山公园尚未动工，未来将扩展为三大片区

维修人员正在铺设曲阜旧青砖。 张采丞故居旁边的一处老建筑要进行位移，目前已经使用钢架进行固定。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突出传统商业休闲文化

打造经二纬三十字轴线

“我们将对老商埠区内的历
史文物、风貌建筑及大树等进行
保护，体现百年老商埠区的历史
文化遗存。”记者从济南市市中区
获悉，老商埠区将打造以历史文
化风貌、特色文化会馆、特色休闲
旅游及文化餐饮娱乐等为载体的
主题功能区。

历史文化风貌区将复原“老
商埠时代”的城市记忆，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特色文化会馆区利用
老旧材料、老构件等，修复传统风
貌建筑，向历史建筑注入新的文
化功能。特色休闲旅游区融合商
务、文化、旅游、商业等商埠品牌，
打造城市前沿文化休闲产业，文
化餐饮娱乐区将聚集济南各类餐
饮元素，体现老商埠区饮食特色。

“经二路和纬三路是老商埠
区的两条重点道路，将成为规划
范围内的两条十字轴线。”据介
绍，老商埠区的规划重点包括“三
经四纬”，即经二路、经三路、经四
路和纬三路、纬四路、纬五路以及
小纬六路，这些区域集中体现了
老商埠区的空间和文化特色。

因此，在规划中要保留原有
道路的宽度，尤其是经二路、纬三
路，沿街有众多文物、历史建筑。
在改造提升中，相关部门将塑造
经二路“特色传统商业文化轴”和
纬三路“休闲文化体验轴”两条十
字轴线。

张采丞故居正在进行修复。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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