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古董董老老房房子子塌塌了了不不能能自自己己修修
“文保”危房翻盖需审批，程序要走一个月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市民反映：

房子老得坍塌

翻建被叫停

齐鲁晚报记者见到孔先
生时，他仍旧在给市长热线
打电话，情绪很是激动，强烈
要求相关部门能够给他解决
问题。

孔先生指着眼前的房子
说，十年前这个房子还能住人，
因为孩子上学需要有人照顾便
跟着孩子住，现在孩子上了大
学，他想搬回来。“结果房子都
塌了，我们便要求房管所对危
房进行改造。”孔先生说。

孔先生反映情况之后，好不
容易盼来了好消息。4月初，泉北
房管所开始对老房子进行修缮。

“4月4日开始清运垃圾，结果10
日当天文化部门来了人，说这里
是文物，不能随便动，结果一直
拖了将近一个月。”

孔先生一看就着急了，他
咨询街道办、房管所、明府城指
挥部等部门后，都没有给出任
何解释。

据了解，孔先生要翻建的
房子为公房，其产权单位为房
管部门，他只是租住者，租金每
年不到200元。孔先生说，因为
没有地方住，他的家具都临时

寄放在同一院内的街坊邻居
家，而且每月花300元租住在仅
7平米的房子内。

“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我
没有正式工作，一年下来，房租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说。

孔先生说，过一两个月，济
南即将进入雨季，房子能否撑
过雨季还不一定。“万一房子倒
塌了，砸着周围的住户或者游
客，这个责任又要谁来承担？”

记者探访：
老屋已没法居住
门口有八旗会馆牌子

齐鲁晚报记者看到，这座
老房子已经坍塌得不成样子，
根本不具备居住的条件。

这座老房子门窗全无，屋
顶上长满了低矮的灌木，黑色
的瓦也被这些灌木顶起。

据悉，整个小院的面积有
三四十平米，其中三间房屋能
住，居住面积为19平米。此时，
西侧的房子还未整修，北侧的
房屋只剩下一堆建筑废料。

察看房子过程中，孔先生
一直提醒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安
全，不要靠得太近，免得屋顶上
落东西被砸伤，“现在房子已经
没法住人了，树根已经把屋拱
烂了，房子也是上世纪的土坯
房子，雨季来了太危险了”。

据了解，孔先生的这个房

子在寿佛楼后街 10 号院，为济
南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全
称为“寿佛楼后街八旗会馆”。

孔先生说，同一院内有十
多位住户，从目前来看，其他住
户的房子都已经翻建，唯独他
住的房子要翻建却被叫停，这
让他很是无奈。

“后来听说，这是文物不能
随便修建，但这毕竟是民居，应
首先满足居民基本的居住条件。
而且我周边的 8 号院和 12 号院
都已经修好。”

泉北房管所：
翻盖需文物部门审批
房管所已经申请

针对孔先生的说法，记者
来到历下泉北房管所了解情
况。房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孔
先生所在的寿佛楼后街10号院
属于八旗会馆，至少有一百年
了，房管所也不敢动，“如果不
是文物，按照正常流程，连拆带
盖两个星期就能完工”。

但是，孔先生租住的房子
被政府定为文物，那么就需要
走正常的审批流程。该负责人
说，孔先生的房子就是卡在了
文物部门的审批上。

“现在马上就进入雨季，老
城区的住户一个劲地找我们。按
照工作计划，雨季之前必须完成
工作量的一半，但现在连十分之
一都没有。”该负责人说。

但是，考虑到孔先生的实际
情况，担心房子坍塌出现伤人事
故，泉北房管所于 4 月 18 日专
门给历下文化局拟定了关于寿
佛楼后街 10 号院的翻建申请。

该申请写到，经该所工作

人员现场实地勘察，该房屋顶
及墙体已经破损严重，屋顶苇
箔腐烂，坯墙酥碱掉落，倾斜严
重，随时有坍塌的危险。为保证
承租人居住安全，申请近日对
该房进行翻建，保证该房原拆
原建，不扩大面积。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因为
审批流程非常复杂，“没一个月
根本批不下来”。

情况调查：
老城危房不止这一处
文物保护不容乐观

而据齐鲁晚报记者了解，
除了孔先生所在的寿佛楼后街
10号院，老城区的一些文物和
特色民居都面临着类似问题，
及时对老城区文物进行修复、
保护迫在眉睫。

近日，齐鲁晚报记者分别探
访了老城区的多处老旧住房。在
寿佛楼后街14号院内，西侧的房
屋大门紧锁，门窗年久失修，周
边邻居说，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住
人了，就是因为房子不太稳固。
同时，屋顶剥离得非常厉害，墙
面也有了往外膨胀的迹象，“要
不是中间的木头横梁拉着，这座
老屋早就塌了”。

跟八旗会馆同为济南市第
四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公界
街6号传统民居”情况也不容乐
观，该小院的门楼石瓦缺少了
一部分，上面也长了一棵一米
高的树，也属于公房。每当刮风
下雨，屋上的瓦就往下掉，为了
防止掉瓦，院内的住户在门窗
上安装了遮挡的石棉瓦。

租户李先生今年62岁，从8
岁起就居住在这里面，其他邻居

也是老住户，一直盼着能够修建
新房子，一到下雨就害怕。“房屋
所在的区域低洼，一到下雨天外
面的水就流到院子里面，因为房
子里面是白灰，雨水都往里面
灌。”李先生说。

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
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姜波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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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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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上述特色民居，像鞠思敏故居、
陈冕状元府等省市级文保单位
也急需保护和修复。

历下文化局：
已确定二十余处危房
跟考古部门协商修缮

对此，历下文化局文物保护
科工作人员表示：“孔先生的房
子属于八旗会馆的附属建筑，办
事处没有资格维修，他们的资质
达不到修缮文物的标准，所以我
们就让他们停工了。”

该工作人员表示，文化局正
在编制明府城文物保护规划，只
有等规划出来才能复工，“文物
的规划必须由国家认证资质的
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操作，这个
时间跨度可能非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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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下文化局工作人员透
露，今年 3 月，历下文化局对明
府城片区进行了摸底，从 60 余
处文物中挑选了 21 处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的要进行规划，包
括寿佛楼后街八旗会馆。

“以都城隍庙为例，光修缮
之前的测量就需要一个星期，
测量之后才能出修缮计划。21
处文物材料集结成册，等文物
部门批准了之后才能进行修
复。同时，还得考虑施工队伍情
况，目前济南只有两支队伍有
资质修缮文物，住户着急，我们
更着急。”该工作人员坦言。

该工作人员表示，明府城
文物保护规划要服从明府城的
整体开发规划，“只要做好了文
物保护的方案，上级部门就开
辟绿色通道。原则上修旧如旧，
如果是居住用房，一定要达到
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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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城区租户孔
先生反映，他租住的房管
所的老房子已坍塌。多次
反映情况后，房管所于4月
初打算动工翻建。但是，工
程干了一周左右却被文化
局叫停。这让孔先生很是
不理解，为何房子不让翻
建了？历下区文化局称，孔
先生的住房为八旗会馆旧
址附属建筑，确属文物。他
们正在跟考古部门协商制
定明府城危房改造计划，
孔先生翻建房子的愿望估
计还要等整体规划出台之
后才能行。

见事情没有进展，孔

先生挥舞着手臂，情绪很是

激动。

寿佛楼后街10号为八旗会馆的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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