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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从眼前过却不停
的哥为何拒载轮椅病人

C03 最抢眼

悲剧再上演
一学生黄河溺亡

C05 泉城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部分建筑得到保护
数量还远远不够

商埠区现存众多优秀历史建
筑，如纬六路拓宽中采用平移保
护的百年老洋行、刚刚整修过的
经四路基督教堂以及前几年整修
的蔡公时纪念馆，当时的国民政
府山东交涉公署等都得到了较好
的保护。整修好的历史建筑在数
量上不是很多，但被成片拆除和
急需整修的优秀建筑却不少。

在市中区公安局门前临街
房中，不少建筑有着悠久的历
史，这条街上的建筑虽然都在使
用，但缺乏修缮带来的破旧和脏
乱，既有碍市容，也有损建筑物
的使用寿命。其中，这条街上的
皇宫照相馆始于1932年，里面已
破败不堪、多处漏水。“100多年
了，如果拆了，想再建就不容易
了。”市民范先生说。

商埠区内位于槐荫辖区的小
纬六路临街房，也面临同样的问
题。据了解，这一片临街房是开埠
初期的建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
的修缮，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从
外面看，屋檐已有多处破损、塌
陷，提醒行人安全和不要停车的
警示牌随处可见，为了防止塌
陷，小纬六路临街房的屋檐已经
用金属支架支了起来。济南市考
古研究所所长李铭评价小纬六路
是商埠区保存历史最好的一个断
面，维修好了后能焕发历史价值。

小纬六路将打造成
婚庆主题特色街区

老商埠区内的建筑如何保
护？市中区副区长李咸梁表示，
中山公园片区的改造，属于老商
埠片区的一部分，现在济南市正
在进行统一规划，目前处于一个
初步规划论证阶段。

“中山公园片区与济南宾馆
片区属于联动开发，整个老商埠
的拆迁安置也是集中在济南宾
馆片区。”李咸梁表示，目前通过
前期的摸排，总的拆迁量应该是
在300户、5万平方米左右，整个
项目可能年底之前启动。

“关于中山公园的改造也有
几个方案，”李咸梁说，“根据我
掌握的信息，整个公园往南要和
经四路拉平，往北和经三路拉
平，往东和纬四路拉平，整个与
老商埠一期工程完全接壤。建成
以后，整个公园的面积要增加近
1倍。”建成以后，“可能像泉城广
场一样，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

纬六路的保护发展目前思
路已经比较明确，槐荫区区委常
委、副区长吴力表示，关于这条
街前期已经做了比较详尽的规
划步骤。“今年3月份，槐荫区组
织了专家进行了专题规划论证，
就这个片区下一步的规划开发，
提出的意见是危房拆除、保留教
堂，建设民国时期风貌特色的以
婚庆为主的特色主题街区。”

吴力表示，下一步这个规划
将报市规划统一审批。

建筑是开埠最好证明
商埠区将有标识标牌

省政府参事、省政协常委、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点评
中表示，济南列入国家第二批历
史文化名城，当时的评委同济大
学教授阮仪三先生力推，“当时
从空中看济南，老城区几乎是清
一色的明清和民国建筑。阮先生
认为这样的建筑在中国是独一
无二的。现在到济南空中看一
看，这样的建筑还有没有？”邓相
超说：“我也了解到，阮先生不止
一次在公开场合说，如果再评的
话，坚决不投济南一票，这是我
们要思考的。”邓相超表示，历史
上济南主动开埠，但以后谁来证
明主动开埠呢？“建筑是世界的
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沉默不言
的时候，只有它在说话。”邓相超
表示，老商埠区便是济南主动开
埠最好的证明。

在问政现场，有市民提出老
商埠区能不能像其他城市一样，
做一些标牌或在明显地方做一
些历史简介，让济南的特色展示
出去，让更多的外地人来到济南
能更直观地了解这些地方。

对此，吴力表示，在今年3月
份的专家论证中涉及了这一部
分内容，“标识标牌，特别是一些
线路外立面的特色凸显，和其他
街区明显不同、差别差异，这几
点意见都形成纪要了，在纪要的
基础上搞出来的规划再报市里
审批。”

中中山山公公园园面面积积将将扩扩大大一一倍倍
与济南宾馆片区联动开发，年底前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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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直播的电视问政
中，列举了一些明府城年久失
修的文物建筑，如陈冕状元
府、慈云观等。在当时的节目
中，对于这些建筑下一步怎么
保护，历下区区长宋永祥表示
正在研究搬迁办法。这些建筑
已列入二期工程的保护范围，
修建性规划已向市里报了，批
准后立即实施，经费已列入今
年的部门预算。

问政节目播出近一个月，
当问政人员再次来到慈云观，
发现两侧依然有违章建筑，大
门上面的瓦片依然还用网子
兜着，随时可能掉下来。状元
府除了挖开地面修水管外，其
他的没有任何改变。

看到破败成这个样子，
济南大学袁曙光教授既惋惜
又气愤：“作为省级文保单
位，成现在这个样子，从另一
个角度讲，是政府文物保护
部门典型的不作为。”

明府城片区是济南能够
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依

据和资本，明府城中这些亟
待修复的文物建筑和历史街
区毫无疑问应该成为被保护
和抢救的对象。雨季快要到
了，这些受损的历史建筑维
修为何迟迟不见动静？

历下区副区长刘佳表示，
上次节目之后，历下区文化局
已对全区特别是老城区范围
内的文物进行了普查，主要普
查了解文物的破损情况、居住
情况、产权情况。在普查的基
础上，把现存的64处文物提炼
出21处破损比较严重的，列入
明府城保护开发规划。在明府
城保护规划启动后，这些问题
都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此外，历下区副区长肖
辉表示，这些建筑内居民的
安置和维修房改造是一个整
体，维修之后居民是在这里
居住还是迁出，需要结合下
一步文物的老旧情况，以不
同的方式进行解决。“办法正
在研究，很快就能出台。”在
办法出台前，历下区今年将
拿出700万元资金，根据情况
近期将进行修缮。

作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有着众多充满历史感的老建筑，它们很多都集中在老商埠区。商埠区承载着晚清和民国国时期的济南历史，
是近代济南开埠、通商的一个缩影。具有欧洲、日本等异国风情的建筑、民国时代中西合璧的建筑和建国以后的工业建建筑在这里交相辉映。未
来该片区内的建筑是保护还是拆除？8日播出的“直面问题、践行承诺”电视问政中，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6644处处现现存存文文物物
2211处处列列入入明明府府城城规规划划
保护办法出台前今年拿出700万专项资金修缮

历下区已将21处文物列入明府城保护开发规划，老城区历史建筑将得到更好的保护。图为明府城一角。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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