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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建建住住满满居居民民，，排排水水供供暖暖待待完完善善
记者探访老城区发现，不少历史遗迹难现原有面貌

本报记者 于悦 王杰
实习生 赵晓彤

后宰门古建变大杂院
居民期待完善配套

后宰门街东临旧历城县
衙，西至曲水亭街，与文庙、芙
蓉街相连，南接珍珠泉德王府，
北通百花洲、大明湖，是明清以
来主要商业街，汇集了很多历
史文化建筑和特色民居。

11日上午，记者在后宰门
街看到，街区灰砖黛瓦、白墙坡
顶，平坦的石板路，能明显感受
到老济南传统民居的风采。

在后宰门街42号与40号的
门口，挂着一个文物保护的牌
子，上有“后宰门街同元楼饭店
及后宅传统民居”字样。据在这
住了40年的大娘说：“下大雨这
里会有积水，不过慢慢地就排
出去了，冬天取暖就是自己生
蜂窝煤炉子。”

后宰门街86号是著名的
“田家公馆”。这个四合院曾是
清末田盐商的私宅——— 讲究的
建筑、雕刻精美的门窗、用巨石
做成的影壁，甚至还有一座绣

楼。如今，临街口的砖雕拱门已
经十分破旧，拱门下已经是一
个煎饼果子小摊。而田家公馆
四合院内也变成了大杂院。

离“田家公馆”不远的56
号，是另一处著名院子万家大
院。一进万家大院，地面还是土
路，从小就住在这儿的居民吴
女士说：“一下雨全是泥，房子
年年漏雨，老房子没办法，但是
给房管局打电话就会来修。”

谈到对街区以后的期待，
不少居民希望政府能保护好整
个街区的风貌，保护好历史遗
迹，不少居民更希望政府部门
能够加大排水、供暖设施的建

设，完善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

将军庙街道风貌尚可
个别建筑破坏严重

将军庙街区是省政府公布
的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其中
包括鞭指巷、西公界街、将军庙
街、双忠祠街等17条老街巷，以
及众多文化资源和历史遗迹。
该街区北临大明湖路，东至鞭
指巷，西临太平寺街、西城根
街。街区传统风貌整体保存较
好。

记者探访发现，整个街区
有不少体现济南历史和文化传

承的历史建筑破坏严重，今天
的将军庙早已失去了往日风
采，成为一所民居。由于年久失
修，将军庙的墙壁出现了破损，
院内堆满杂物和一些垃圾。

距离将军庙不远的状元府
原是清代状元陈冕的故居。现
在的状元府是一个居民杂居的
院子，院内房屋已经出现塌陷。

据一位市民介绍，将军庙、
慈云观等已经变为民居，建筑
破败严重，亟待相关部门采取
措施进行保护。街区内有些道
路还坑坑洼洼，不少居民面临
着供暖、排污等难题，居民希望
通过历史街区提升，街区的配
套也能完善。

不少泉水人家
开起了餐馆

“进来参观参观？”在曲水
亭街10号院，每有游客路过，70
多岁的张清总免不了一番热情
招呼。这个不大的院子里藏着
一口泉，许多游客都进来看看。
但对众多慕“家家泉水、户户垂
柳”来济的游客来说，如此款款
招待却不是在哪都能享受到。

其实，这样藏着泉水的小

院在曲水亭街一带不算“稀
罕”。平泉、龙凤泉、知鱼泉……
还有数不清的无名泉，几乎每
隔三五步，就能看见民宅门口
挂有泉水名称的牌子。但想进
去看看时，却经常吃到闭门羹。

以王府池子街6号的一座
古朴小院为例，门口挂着楹联，
青瓦古门，院内“知鱼泉”的神
秘，无不激起游客一探究竟的
好奇心，想进去看看这个小院
的构造以及里面人们的生活。
然而，“居民住宅，谢绝参观”几
个大字分外醒目。

知鱼泉并非个例。后宰门
的同元楼饭店为济南市第四批
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老济南传
统民居十分有观赏价值，但门
口的“居民住宅，谢绝参观”的
标语让众多游客无奈止步。

据悉，张清家里每天能接
待一二百名游客，正是这种热
闹，成了众多居民不愿意开门
的原因。“每天人来人往的，严
重影响我们的私人生活。”曲水
亭街一居民说。

此外，曲水亭街不少人家
借着“泉水”名义在家开起了餐
馆，在王府池子一带，类似的主
题餐馆不计其数。

明府城区有众多文化资源和历史遗迹，记者探访发现，后宰门、曲水亭街街区传统风貌整
体保存较好，众多老建筑等已经变为民居，建筑破败严重。街区有些道路坑坑洼洼，有的居民
院面临着供暖、排污等难题，居民希望通过历史街区提升，街区的配套也能完善。

慈云观成了民居。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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