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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燕喜喜堂堂式式””危危房房，，济济南南还还有有好好几几处处
我省文保条例实行五年来，省城老城区尚无一例受资助案例

“法律可操作性弱，不该成推卸责任借口”

根据济南市文广新局网站公
布的信息，迄今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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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文史专家雍坚称，在
济南市第四批文保单位的划定评
选中，可以看到政府有意将集中分
布的老建筑群统一规划保护。但同
时他也认为，“目前政府的资金投

入及实际保护力度，又与我们经济
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山
东文物保护条例》从2010年12月1
日施行至今，已经五年有余。从济
南的情况看，条例实施五年来，老
城区内还没出现过任何一例私人
产权文保单位的受助案例。

“像燕喜堂这种情况，虽然产

权是个人的，但被评上文物保护
单位，就说明了它的社会价值，这
种社会价值的延续和保存，不应
该只由产权人来埋单。在有些层
面上，现行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
比较弱，但这不应该成为政府推
卸责任的借口。如果政府不出资
修缮的话，单凭户主个人的力量
很难解决资金难题。”雍坚称。

不少文保单位也有“燕喜堂式困局”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
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波说，燕喜堂
的情况并非个案。近几年来，虽然
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数量
大幅增加，但有非国有产权的文
物建筑仍难逃年久失修的厄运。
而记者在济南老城区探访也了解
到，鞠思敏故居、陈冕状元府等文
保单位也都存在着“燕喜堂式的
困局”。

26日下午，在位于历下区县

东巷105号的鞠思敏故居，记者看
到，狭长的走廊被杂物堆积得更
加拥挤，两旁房屋的屋顶已经残
缺不堪。主屋的屋顶有很大的面
积都是由油布纸覆盖，屋檐已经
塌陷。进入屋内，一抬头便能瞅见
好几个大洞。“我们没住进来以前
就已经坏了，我们也没钱修，就这
样撑着了。”屋内的一位女租客介
绍，鞠思敏的后人早在几年前就
把这处老宅对外出租了。

而几条老街之外，位于鞭指
巷内的陈冕状元府也同样成了危
房。记者看到，状元府内很多房子
的墙体已经脱落，深灰色的水泥
暴露在空气中，用手轻拍墙体表
面，粉末纷纷落下。据介绍，状元
府的产权归济南第一印染厂所
有，目前，住在这里的住户都是济
南第一印染厂的工人家属。由于
这个厂子目前已经破产，也是无
力承担文物修复费用。

“标准难定，申请资助可能行不通”

26日下午，记者在历下区文
化局文化产业科办公室内，见到
了燕喜堂传统民居的修缮方案。
该方案早在2015年10月份就已经
制定出来，至今还一直放在工作
人员的案头上。“因为赵先生一直
想着推倒重建，没有钱对老宅子
进行保护性修复，所以修缮方案
一直没有上报。如果赵先生同意
按照文物标准进行修复，我们会
尽快把方案递交到市文物局和省
级部门，逐次审批，整个流程下来

也就一周左右。”该局文化产业科
工作人员说。

可令燕喜堂“堂主”赵书元作
难的是，他每月退休金只有两三
千元，按照计划方案来修，这三十
万元从哪来？根据有关规定，“所
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可以向
当地人民政府申请帮助修缮。”那
么，赵先生究竟能否从有关部门
获得帮助？对此，历下区文化局文
化产业科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困
难标准难定，专项资金也有限，估

计赵先生获得政府资助的可能性
不大。”

这么说来，燕喜堂老宅就没
有机会获得重生了吗？该工作人
员提出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整体
方案通过以后，我们可以跟市文
物局以及赵先生沟通，在保证文
物属性的同时，缩减不必要的开
支，争取使维修费用接近或者达
到赵先生的经济能力。我觉得这
个方案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比起
申请政府资助要容易。”

八十年文保房成危房

26日，本报A5版报道了省
级文保单位燕喜堂遭遇的修缮
难题。实际上，在济南老城区，
燕喜堂式的困局并非个例。济
南老城区的文保单位涵盖区、
市、省三级，属于非国有产权而
产权人又存在修缮困难的，尚
有多家文保单位。

本报记者 李阳 实习生 张家文 张金波

鞠思敏故居的房顶漏水，用塑料布覆盖。
本报记者 李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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