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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着急急修修的的缺缺钱钱，，有有钱钱修修的的没没资资质质
文保危房陷产权使用、资金和技术困境，历史欠账让危房等不起

本报记者 刘飞跃

修复之慢
测量最长一个月
历史欠账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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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晚报记者在济南老城区探
访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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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

据了解，这些文物的保护和
修复进展不快，其中，题壁堂已
维修两年，至今还没竣工，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物修复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文物修缮并不是一天两
天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单
纯修缮方案的制作，快的话就
一星期，慢的话需要一到两个
月。”历下区文化局文化产业科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该工作人员以督城隍庙和
济南老火车站的例子来说明文
物修复耗时持久的问题。据悉，
针对济南老火车站重建问题，
济南市文物部门已经做了前期
工作，“每一块砖要做好编号，
到修复的时候，砖头必须要按
照编号放到指定位置”。

据介绍，目前老城区文物
里面基本都有人住，这就牵涉
拆迁问题。“除去拆迁问题，理
想状态下住户搬出来后，光前
期测量文物就需一星期，如果
情况严重需一两个月。测量完
后需要一到两周制作修复方
案，然后就开始动工修缮，最快
需要半年时间，这仅仅是一
处。”该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督城隍庙已经展开
了前期测量工作，测量和设计
同步展开，文化部门现在也不
可能一步一步进行。”该工作人
员最后说。

对此，姜波说，老城区房子
质量挺好，从渗漏到梁架腐朽
一直到坍塌是一个长时间的过
程。“我觉得历史欠账太多了，

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尚未做
好，如果以前每年都修点就不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修复之繁
产权人使用人关系
比修房难更复杂

齐鲁晚报记者连日探访了
解，老城区的文物危房主要分为
公房和私房，所谓的公房就是政
府所有，私房则归个人所有，还有
一种是倒闭的企业留下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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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情况不容
乐观。该民居属于公房，里面住

着十几号人。门楼石瓦缺少了
一部分，上面也长了一棵一米
高的树，里面的住户也是盼着
政府来维修。

同样，位于鞭指巷内的陈
冕状元府也成了危房。目前，状
元府内很多房子的墙体已经脱
落，用手轻拍墙体表面粉末纷
纷落下。据介绍，状元府的产权
单位是济南第一印染厂。由于
这个厂子目前已经破产，也无
力承担文物修复费用。

“老城区文物危房有些是公
有的，有些虽是公有但是个人居
住，有的则是个人往外出租，有
的归属企业和公司，这是历史遗
留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5日，

济南市考古所相关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老

城区文物修复起来比较慢，主
要的掣肘就是文物所有人和使
用人以及经费的问题。“所有人
和使用人非常复杂，甚至有钱
都花不了。对文物管理部门来
说，修复队伍少并不是文物修
复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最大
的问题就是产权所有人和使用
人的关系问题。”

修复之窘
修房要花28万
修缮能力认定无标准

孔先生居住的八旗会馆为
公房，也就是产权属于政府，他
只需按年支付房租，不需掏文
物修缮的钱。但是，相对于公
房，老城区内的不少文保单位
都是私房，其中，赵先生的燕喜
堂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2013年修订的《文物保护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非国有不
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
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
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
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
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
用由所有人负担。

据介绍，济南市考古所曾经
给燕喜堂主人赵先生制定了修
缮计划。计划出来后，赵先生找建
筑公司做过预算。按照保护性修
复方案，他需要花费二十七八万。

“我一个月的退休金也不多，都六
十多的年纪了，让我花二三十万
去修个房子，根本掏不起。”赵先
生说，因为资金问题，燕喜堂目前
的修缮计划仍旧遥遥无期。

4日，历下区文化局文化产业
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对
于产权为公房的文物，那些属于
私房的文物修缮存在认定上的障
碍。“文物保护条例都没有具体规
定，说是你达到哪个标准以上或
者以下判定为有修缮能力，但是
以我的了解，最起码住户达到低
保线吧。”该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同时提到，老城
区的文物住房都能居住，不少户
主着急维修可能为了出租。“可

能是你没工作，但是你通过租房
获得了外来收入，这样就肯定不
符合政府帮助标准。”

修复之急
危房抗不住雨季
砸到人谁担责

抛开老房子修复存在的分
歧，不管是八旗会馆的孔先生
还是燕喜堂的赵先生，不管是
房管所还是文保单位，他们现
在面对的同一问题就是，雨季
马上要来临，这些摇摇欲坠的
房子如果倒塌了砸着人了，这
个责任谁来承担。

“我不住在这儿，但房子的
产权人是我，到时候房子出了问
题砸着人，人家还是来找我。”燕
喜堂主人赵先生不无忧虑地说。

虽然房子是公房，八旗会馆
住户孔先生这么着急修房子，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子很难
撑得过这个雨季，期间出现伤人
事故总归不是什么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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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区泉北房管所负
责人说，正因为考虑到房子撑不
过这个雨季，他们特意给区文化
局提交了翻建房子的申请。

着急的不仅仅是房管部门，
历下文化局文化产业科工作人
员说：“文物是属地管理，文化部
门监督文物的保护情况，并对文
物进行定期巡查。如果房子是文
物的话，文化部门要担责，因此，
我们肯定比较着急。”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伟认为，文物倒塌属于高空坠
物，要看看房屋所有权是不是成
为文物后发生了变化。“责任应
归房屋所有人，公房出问题需要
起诉房管局，承租人承担连带责
任。原告告了房屋所有人之后，
再去追究文物部门的责任。”

王律师称，文物部门有确保
文物安全的义务，产权单位可以
提出是因为文物部门不让维修
而出现了问题，他可以要求追加
文物部门作为被告，法院只需要
审查此事是不是属实就行了。

■卡壳的“文保”危房

济南唯一的状元府破败不堪，屋檐腐朽坍塌。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个人没有钱修，或者这所房子属于文物，他想修却没有
资质，这是一个怪圈。”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
副主任姜波直言，房子是自己的，你又动不了，只能向上反映，
政府想修又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老城区文保危房陷入了产
权、资金以及修复技术等怪圈之中。

双忠祠吴家公馆作为文保单位，院内情况不容乐观。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八旗会馆旧址如果现在不修，能否撑得过雨季很难说。

本报记者 刘飞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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