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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称免费开放，参观者却频频受阻

专专题题博博物物馆馆的的门门咋咋那那么么难难进进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市民反映>>

进专题博物馆，难！

市民小王是个十足的博物
馆谜。不久前，小王得知济南胶
济铁路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他
决定去参观一下。

“胶济铁路陈列馆每周三、
周五向市民开放，如果铁路迷们
准备组团（超过15人）前往，请
提前拨打预约电话。陈列馆工
作人员会安排讲解员免费讲
解。”该博物馆曾通过媒体对外
宣布。

5日，小王去之前给博物馆
打过电话，对方表示可以参观。
没想到到了大门，保安却不让
进。小王说刚预约过，保安表示
不相信，这时恰好里面的工作人
员经过，小王才得以进去。进入
陈列馆后，小王就看见3件实物：
一段铁轨、一个钟表的针、一段

枕木，而主展馆是关闭的。展馆
大厅的保安解释：“必须向陈列
馆领导申请才能打开，而且是组
团预约才可以。”

好不容易抽出空老远来参
观却吃了闭门羹，小王既生气又
失望：“说好的对外开放，进去就
像春节买车票一样难。艰难进门
什么也没得看，不是上锁就是封
门。”

小王的遭遇得到了很多人
的共鸣，张先生表示，自己也遭
遇过类似的事情。张先生是个画
家，本想画一组济南老建筑的
画。今年年初，他来到宏济堂博
物馆。

“一进门的一楼是个柜台，
对外营业。”张先生说，要想去后
面的博物馆要穿过柜台。柜台的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边不接待个
人，要开介绍信才能进去。“博物
馆周围没有张贴任何告示，说不
能进去以及要预约什么的。”张
先生说，去了两次都是这样的结
果，这样的“软钉子”真是让人够

了。

记者探访>>

不是想进就能进

7日，记者来到胶济铁路陈
列馆，一进大门就被保安叫住
了。得知来意后，保安要求登记
姓名、单位、找何人、电话号码等
多项信息，并很冲地说：“不参观
就不用填了，不想填就别参观。”

进入展厅，果然只看到小王
说的三样东西。当时有一个侧门
开着，记者从这里进入主展厅
后，发现有3名市民正在参观，参
观完后，记者跟随3名市民一起
出去，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随之将
门关闭了。

记者了解到，这3名市民是
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记者能进
入主展厅是“沾了光”。据了解，
胶济铁路陈列馆主展馆里的文
物珍贵而详实，比如袁世凯等上
书济南开埠奏章、日本人绘制的
胶济铁路详图、历史上的信号

灯、步进式电话等。而主展馆的
这些东西，像小王一样的普通市
民在参观时都没有见过。

在山东省邮电博物馆，记者同
样被保安拦住：“没有电话预约，就
不能进去。”虽然是在可以参观的
时间段，但博物馆大门紧闭。

该博物馆门侧牌子上面的
参观须知称：“山东省邮电博物
馆的基本陈列展览免费向公众
开放。原则上只接待团体参观，
无特殊情况，团体参观活动至少
应提前一天与我馆联系，每批人
数控制在5到20人之间。参观前
出示本人有效证件（单位介绍信
或身份证、学生证等）。”

而原先实行的周二到周日
开放的宏济堂博物馆现在取消
了周末开放。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管理博物馆的经理比较忙，
有时候不来。”对于一定要登记
信息，邮电博物馆安保人员介
绍，来参观博物馆的多是团体，
以学生为主，“个人来的话得登
记信息，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泉城路步行街

终以通车告终

作为一个城市天然名片的
步行街，不仅代表着城市的特
色，还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惬
意享受。济南泉城路商业街曾经
是市民心中“美好的回忆”，逛街
时可以无忧无虑，不受任何车辆
的干扰。

泉城路从步行街到最终通
车曲折而纠结。“2001年改造泉
城路时，打算打造成步行街。”泉
城路商业街管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戚林波介绍。2002年9月，泉城
路改造完成通车，也曾以步行街
的形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管理，
院前街到省府前街路段禁止机
动车通行。

不过，泉城路步行街维持了
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2003年3月，
泉城路全线贯通，允许机动车通
行，实行机动车单向行驶，公交车
双向行驶。泉城路的步行街时代
也就此结束。

除了泉城路，曾被呼吁改
造成步行街的山师东路是很多
学生的“宝地”。街道两边挤满
了大大小小的店铺，琳琅满目

的商品吸引了不少青年尤其是
大学生前来购物。2008年，山师
东路路边商铺被拆除，商业设
施重新规划，被呼吁的步行街
未被采纳。

有美食街、休闲街

就是没有步行街

“现在济南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步行街了。”戚林波说。“像北
京有王府井，上海有南京路，武
汉、重庆等城市都有很有名的步
行街。济南找不出这样的步行
街。”济南的步行街，有的只是内
街，如在一些开发项目中人为做
出很短的一条街，有一块步行区
域，如泉乐坊、红尚坊。有的只是
依托城市商业综合体，是开发商
经营的一种方式，比如万达的民
康里商业步行街。

芙蓉街是美食一条街，门口
设有路杆，不许车辆通行。不过，
芙蓉街路宽不过5米，很难称得
上外街。曲水亭街连接着大明
湖和泉城路，河水环绕、绿柳依
依，老房子有的卖泥塑，有的卖
特色饰品，行走间看到不少游
客在路边拍照留念。位于省府
前街的红尚坊紧邻泉城路，定位

是济南休闲街。内有酒吧、韩国
料理和咖啡馆。不过红尚坊休闲
街位于十几栋独立小楼之间，并
没有街道名称。

“真正的步行街既禁止机动
车，又禁止非机动车，游客和顾
客不受任何交通威胁，可以休闲
地购物游玩。”戚林波认为。

护城河以内道路

最宜打造步行街

在山东大学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院张汝华主任看来，步行
街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象征，
济南作为一个大城市，需要真
正意义上的步行街。“步行街适
宜建设在人气旺、生活与商业
氛围比较浓厚的区域，不过这
些区域一般都是在城市中心，
行人与机动车的矛盾较为突
出，需要各方面权衡，与城市发
展统一规划。”

对于将泉城路重新打造成
步行街的呼声，戚林波称这需
要政府下很大决心。“泉城路是
济南市交通的‘轴线’，是交通
主干道，承担的交通功能很强，
虽然商业氛围浓厚，但要恢复
成步行街，必须考虑交通分流

问题，西至大纬二路，东至历山
路，从这些地方就应该分流。”
戚林波说。

张汝华认为，像芙蓉街、曲
水亭街等一些历史古街道，更
适合称之为特色街区，其传统
民俗特色突出，与现代意义上
的步行街还是有较大差别。“步
行街需要连片成网的大区域，
而这些街道缺乏一些现代的商
业气氛，单就一条街道来看的
话很难称之为步行街。”

而万达一类的室内步行
街，由于是大型建筑内的封闭
区域，以购物为主，功能较为单
一，并没有街道的氛围，严格来
说并不能称之为步行街。综合
考量济南市交通与商业情况
后，张汝华认为，济南护城河以
内道路，尤其是黑虎泉西路，聚
集大量旅游景点，环境良好适
合人步行，适合打造泉城特色
步行街。

步行街建设最关键的要推
广不依赖于汽车的出行方式，建
设公共交通的配套设施。“护城
河内街道既有历史风情又有较
为成熟的商业形态，可以统一规
划为步行休闲区，让人们方便利
用公交车或自行车前来。”

走走着着走走着着，，又又通通车车了了
济南还没有条真正的步行街呢

近日，曲水亭街在入口处设
置升降杆，试图规范停车，保护石
板路面，致力打造济南的“准步行
街”，引发了不少市民“点赞”。交
通路和步行街究竟保谁留谁？记
者探访发现，济南各式各样的商
业街散布各处，却还没有步行街。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王小蒙 唐园园

芙蓉街是著名的美食一条街。

▲宏济堂博物馆。

胶济铁路陈列馆。

预约参观时对方
说可以过去，但市民
小王在胶济铁路陈列
馆 还 是 碰 了 一 鼻 子
灰：不仅没有想象中
的“火车迷”之旅，还
被保安阻拦没能进入
主展厅。记者调查发
现 ,企业经营的专题博
物馆虽然对外宣称免
费开放，并且专题藏
品确实很有特色，但
时开时不开，参观受
阻的现象确实存在。

就为何参观专题博物
馆如此之难，记者采访了济
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铭。
李所长称，专题博物馆不同
于公共博物馆，多是企业管
理，自主权在企业，企业有
权自主决定参观的规章制
度。

但是李铭认为，现在对
企业博物馆的管理缺少规
范。“既然是博物馆，就应该
起到博物馆的作用，做到博
物馆系统的职业规范，正是
因为规范的缺乏，才造成了
博物馆时开时不开的情况。
国家应该对专题博物馆进行
规范、支持，这样才符合社会
发展。”

李铭称企业博物馆确
实有不易之处。“这类博物
馆首先缺乏专业人才进行
管理经营，再是参观的人
少，正常的维护资金、人力
成本都由企业自负，没有政
府的财政支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
少博物馆展出的专题藏品
很有特色，却因位于单位内
部而少人知晓，有的一年只
开几次门，只接待系统内的
考察人员参观。另外，还有
很多大专院校的博物馆、展
览馆、美术馆、校史馆等也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李铭认
为，“这样的情况虽然对参
观有一定的影响，但既然称
为博物馆，就应该是开放的
状态。”

虽然理解企业的博物
馆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但市
民张先生还是认为：“既然
说了对公众免费开放，就应
该再把一些具体的细节说
清楚。不能光对外宣称免费
开放就行了。不清不楚地，
让人家白跑一趟也不对。”

专家观点>>

政府应该规范

对专题博物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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