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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中中门门口口有有座座
高高龄龄““电电楼楼子子””
山东第一座水电站的遗存
快90岁了，至今保存完好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刘双媛

外墙原汁原味
立在五中门口

“电楼子”是老济南人对配
电室、变电室的称谓。孙葆元所
说的这处“电楼子”位于距离东
护城河不远处的济南五中西
邻，约有两层楼高。正面门口处
立着一根老式的木质电线杆，
看上去电线杆也有一定年头
了。如今，这座闲置的建筑被作
为门头房出租使用。

“电楼子”地面向上一米左
右以大块条石砌成，再往上则是
由青砖构成。幸运的是，整座建
筑的外立面没有被人为粉刷过，
一直保留着原始状态，虽然看起
来不如商埠区“电楼子”洋气，但
仍然表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孙葆元在这里生活了几十
年。据他回忆，早些时候，兴华

街周围都是由这座“电楼子”来
供电，当时附近居民不是很多，
因此电力绰绰有余。“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时，电力部门进行了
线路改造，这处‘电楼子’里的
配电箱被拆除，老楼完成了历
史使命。”

为了支撑起供电网络，配
电室往往要有规律地密集分
布，例如老商埠片区，曾经每个
经纬路的街坊里都配建有一处

“电楼子”。然而，东护城河畔的
这处“电楼子”却有些特别，附
近的居民表示，周围仅此一处。

难得留存下来
尚未有效保护

济南五中校史馆资料显
示，五中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
长老会于1893年创建的“济南
济美学馆”，是一所私立教会男
校。1912年，学馆之西创建了
翰美女学，专门招收女生，济美
学馆改名为济美中学。

其实，济美中学、翰美女学
并非独立的建筑，附近还有礼
拜堂、华美医院等。这一带曾为
美国教会所有，且医院名为“华
美”，所以，新东门外这条东西
向的街道就被命名为华美街

（今兴华街）。
据济南文史学者秦若轼回

忆，当时的华美街西头自护城河
的巽利桥起，上坡过东青龙街、
青龙后街两十字路口，向东至围
子墙内的礼拜堂，街长约二百
米。街的西段，即从桥头到华美
医院的一段，宽有四五米，路的
两旁多为居民住宅、小店铺。医
院以东的街段，地势平整，路南
为医院及传教士的住房；东段的
路北是齐鲁中学、青龙街小学。

“礼拜堂位于这条街的东
头，也就是现在省军区院内，过
去进去玩时还见过，如今已经
拆掉了。”孙葆元表示，如今同
时期的建筑，除了五中院内还
有几间平房外，就只剩这座“电
楼子”了。“应该把它列入文保

单位，好好保护。”

首座水电站配建
已经快90岁了

更为珍贵的是，这座“电楼
子”是山东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的产物，是济南现存难得的一
处近代早期工业遗产。

1928年5月3日，发生了震
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济南城被
日军占领，民国山东省政府及
其他机关临时迁到了泰安办
公，到第二年5月才又重新回
到了济南。此时，中国近现代水
利专家张含英来建设厅任职，
建设厅位于东护城河另一侧的
运署街泉城中学处。

在建设厅支持下，张含英
对东护城河新东门附近的老水

闸进行了改造，利用护城河上
下游形成的水位差，建成山东
第一座日发电能力为10千瓦
的水力发电站。1937年日本侵
占济南时，水电站被毁，后改建
成一个水磨，成了粮食和农副
产品的加工厂。

这座水电站白天用于磨面，
夜间向西可供运署街建设厅、教
育厅等照明，向东供华美街教会
建筑群用电。这座“电楼子”正是
1929年为给华美街教会建筑群
供电所建，距今有将近90年的历
史，保存完好实属难得。

如今，东护城河的水车景
观旁，不少游客都会驻足欣赏一
组雕塑。这组雕塑反映了以前市
民在东护城河边磨面的场景，也
是为纪念山东第一座水电站的
设计及建造者张含英而立。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范佳） 近
日，UC大数据发布了国内首份《中国
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济南
妈妈挤进“焦虑榜”前十，其中80后金
融、互联网行业妈妈最焦虑。她们不仅
担忧小孩健康等家庭事务，也为自己的
外貌体形烦恼。

报告显示，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排名
前十的城市均为一二线城市，其中最焦
虑的是上海妈妈，随后是北京、深圳，济
南位居第十。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妈妈
面临的压力已远超她们父母。学区房、
子女入学、老人赡养、二孩压力等等都
加重了她们的焦虑。

80后陈欣就是一位全职妈妈，她
的大女儿已经四岁了，如今还怀有5个
月的身孕。怀上二宝时，恰逢她所在的
私企装修，为了胎儿的健康，她毅然辞
去工作，在家料理家务。两点一线的生
活一下子变成了锅碗瓢盆，这让她很不
适应。“而且明显感觉家里日子紧了，每
月我们要还四千多的房贷，老公月入一
万，等着生完二宝，花费又增加不少，想
想就很不安。”

根据相关内容搜索和阅读热度，报

告显示中国妈妈的十大家庭焦虑因素
为小孩健康、小孩教育、夫妻关系、小孩
人身安全、家庭经济积累、婆媳关系、赡
养老人、家务、二孩、子女婚姻。而最让
90后妈妈焦虑的则是带孩子，她们更
希望能有自己的二人世界。

济南 90后妈妈张晓爽的儿子两
岁了，由于她和丈夫工作都很忙，只
得把孩子送到淄博母亲家照看，周末
只要两人有时间，便开车回母亲家和
孩子度周末。这样一来，看孩子的压
力减轻了，但张晓爽发现，儿子渐渐
和自己疏远了，除了姥姥，他不愿和
其他人一块睡觉。去哪儿都需要姥姥
陪在身边。

“而且老人总是隔辈亲，她的教育
理念很多我不认同，却又无能为力。”如
今张晓爽又怀上了二胎，她暗下决心，
这个孩子一定要亲自带，但是两个孩子
平时谁来照顾，是否需要把父母接过
来，一大家子人如何相处……一想到这
些，她便焦虑重重。

面对如此多的焦虑，报告从阅读热
度上分析，妈妈群体最爱的发泄方式是

“买买买”，此外还有“哭”“吃零食”，而
“健身”“心理咨询”则不受重视。

挤挤进进全全国国““焦焦虑虑榜榜””前前十十
济济南南妈妈妈妈解解压压最最爱爱买买买买买买

32岁的二孩妈妈郑青青认为，一天
中最幸福的便是把娃哄睡后边吃零食
边看韩剧。然而狂吃零食的后果是体重
攀升，花费增加，总让她懊悔不已。

对此，济南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张
洪涛教授表示，买买买、哭等都不是最
好的宣泄方式。购物只能暂时转移注意
力。而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可以在迷

局中理清思路，豁然开朗。通过审视困
局，提升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从而获
得内心的成长。此外，也可以向信任的
家人、朋友倾诉。

张洪涛说，平时应该多培养自己的
生活情趣并加强自己的心灵成长，关注
和涉猎相关书籍，打造自己雄厚的心理
资本。

心心理理专专家家：：多多向向家家人人朋朋友友倾倾诉诉

“不仅老商埠有‘电楼子’，咱老城里也保存着一处民国时期的
‘电楼子’。”近日，本报《拆违拆临拆出百岁高龄“电楼子”》的报道
引起了许多济南市民的热议，热心市民孙葆元提供了一条重要线
索：济南五中西邻也有一处年代久远的“电楼子”。

快90岁的“电楼子”被出租当商铺了。

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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