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壹读·济南 2018年6月24日 星期日

编辑：武俊 组版：继红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悦

24处历史建筑将挂牌
价值不输文保单位

说到济南的历史建筑，很
多人想到的可能是洪家楼教
堂、济南邮电大楼等。但其实，
上述这些建筑，大多已经被列
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范畴。而济
南最近着眼的，则是那些未被
列入文保单位的建筑遗珠。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中，
历史建筑被定义为“城市、县
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
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
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
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比起列入国家、省、市文
保单位的建筑来说，历史建筑
的数量更庞大，且许多的历史
和建筑价值不输文保建筑，只
是由于长久以来未得到关注
和宣传而不为人所知。在城市
建设过程中，文保单位因为及
时挂牌而得以存留，而历史建
筑如果得不到保护，则很有可
能难逃消失的命运。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特
别是在近现代，众多商贾名人
会聚济南，也为这里留下了许
多有故事、有美感的历史建
筑。济南对历史建筑的普查从
2016年3月开始。今年1月，济
南市政府发布《关于公布济南
市第一次历史建筑普查名单
的通知》，366处历史建筑列入
名单；5月31日，济南市政府又
发布了《关于公布济南市首批
历史建筑名单的通知》，在第
一次普查的基础上，确定张夏
火车站等24处建筑为济南市
首批历史建筑。

这24处历史建筑中，年纪
最大的大庙屯观音堂、小安村
清真寺已有400多岁，最年轻
的如山东工会干院与银行学
校办公楼也超过了60岁，15座
建筑年龄超过了100岁，它们
中有传统民居也有工业遗产，
有办公建筑也有宗教建筑，建
筑风格包含了传统四合院及
日式、德式等风格，可谓济南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历史建筑
的代表。

6月13日，济南公布了首
批历史建筑的保护图则，明确
划定了它们的保护范围，提出
了保护要求、建设管理规定、
禁止使用功能等，例如任何单
位或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
迁移、拆除历史建筑，不得随
意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
建，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
避开历史建筑等，给这些历史
建筑拉起了安全线。

历史建筑名单公布后，第
一项保护措施就是挂牌保护。
6月6日，济南历史建筑LOGO
的八个设计方案向市民公示
和发起投票，这个LOGO将作
为历史建筑的代表性符号印
制在历史建筑标志牌上。无论
采用哪一项方案，济南的历史
建筑也将与文保建筑一样有
自己的专属名牌了。

认识不清产权不明
保护遭遇挑战

“这种老房子，为啥要保护
呢？又没有什么文化价值？”对于
不少居住在历史建筑中的居民
来说，他们对历史建筑保护的重
要性仍不够了解。很多人觉得，
只有像故宫或者洪家楼教堂这
样的文物建筑才有价值。但其
实，老北京的魅力不只在于故宫
天坛，更在于城区内连成片的老
四合院。而对于济南来说，老建
筑的意义就在于此。

同时，对于老建筑来说，

由于所跨年代较久，产权所有
者大都历经多次变更。在经三
路上包括126号在内的一排相
连历史建筑中，记者打听到的
产权单位就有公安局宿舍、粮
食局宿舍，还有图书馆、建筑
设计院、新华书店的宿舍，作
为私产存在的只有1 2 6号一
家。

产权不明、认识不足，造
成的就是不少历史建筑年久
失修却无人去修。比起一般建
筑来说，老建筑维修的成本是很
高的，尤其是建筑时间较早的木
质结构房屋，替换木料成本较
高。在老城区有相当一部分历
史建筑是由居民租住，每间房
只收取300到500元的租金，吸
引了不少外来打工者，他们表
示没有义务承担房屋的修缮，而
对房东来说，微薄的房租相对修
理费用只是杯水车薪。以工业遗
产形式存在的历史建筑，原企业
或工厂大多经营困难濒临倒闭，
无暇兼顾老厂房的维护。

保护历史文化建筑
多地已有地方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里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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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物保
护单位，文物建筑可依据法律
规章进行保护，但同样有历史
年代和价值的历史建筑长期
以来却散落各处，无章可依。

据了解，国内很多城市如
杭州、成都、武汉已经有了专

门针对历史建筑的管理条例，
青岛市在2012年就出台了《青
岛 市 历 史 建 筑 保 护 管 理 办
法》，规定历史建筑发生损毁
危险的，该建筑的所有权人或
者使用人应当立即采取保护
措施，并及时向市、区（市）房产
主管部门报告；所有权人无力承
担维护和修缮责任时，经双方协
商同意，市、区（市）人民政府可
以委托专门机构按照市场评估
价格，置换或者收购历史建筑，
并依法实施保护。

记者从济南市规划局了
解到，下一步，针对已公布的
历史建筑将建立保护联动机
制，由济南市住房保障管理局

（城市更新局）负责全市历史
建筑保护和利用的组织、推
进、监督和管理等工作；由济
南市规划局负责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的规划管理工作；由济
南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对主管
部门认定的历史建筑破坏行
为的行政处罚；由区县政府承担
历史建筑的属地化巡查责任，街
道办事处、镇政府作为日常巡
查、现场保护主体；历史建筑所
有权人、实际使用人为保护责任
人，承担保护责任。

“针对历史建筑还是应当
出台地方法规，进行立法保
护，或是专门出台一个历史建
筑的保护方法，列出修缮等保
护细则，这样一来更有规范化
和权威化。”济南市考古所所
长李铭在接受采访时称，济南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这么多
的历史建筑资源，自然应当制
定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保护。

专家观点：
保护不能光靠政府
利用好附加值才更高

一直以来，对于历史建筑
的使用也是同保护一样重要
的问题。如果仅靠政府部门，
只能得到最基础的保护，并不
能完全让历史建筑发挥价值。

“列入普查名单的济南历史
建筑中，许多利用得不太好，只
是在简单地使用，停留在原始功
能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山东意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奎说，近年来国内在历史
建筑保护方面做得较好的城市
中，既能保护好又能用好建筑或
历史街区的案例很多。如上海的
田子坊，过去就是一片老里弄
房，住一家人的房子后来住了十
家，居住环境之差相当于棚户
区。从过去简单的居住功能发生
了业态的转型，变成了时尚咖啡
厅、艺术家工作室。这个进入经
营的过程就是保护的过程，他们
知道，只有将建筑的文化符号和
建筑特色保护得更加完美，它的
附加值才会更高。

对于济南来说，也有类似
的例子。2005年老洋行通过平
移得以保护，后来出现了宏济
堂的平移。小广寒、阜成信棉
花行、英美烟草公司这些老建
筑的保护中，也都有社会资金
的进入。当社会资本进入后，
老建筑既能得到保护，也能发
挥其商业价值。而这些历史建
筑也应该成为网红济南的新

“打卡胜地”。
刘奎建议，政府可以搭建

平台、创造条件、制定标准让
更多的资金进入。“可以通过
一定的方式，比如搬迁或社会
自发方式进行空间置换，其中
社会自发指的是社会资本与
产权所有人进行资本置换，如
果政府能更多地引导和推动，
可能会有更多的历史建筑获
得新生。”

但同时，社会资本必须按
照一定的原则规范介入。为
此，图则也对老建筑的用途做
了负面清单式的规定。例如禁
止将历史建筑当作批发市场、
加油加气站、环卫环保设施、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干扰、污
染的企业等。

济南为首批历史建筑拉起安全线，留住城市两千年血脉

2244处处““遗遗珠珠建建筑筑””能能否否
成成网网红红济济南南新新““打打卡卡胜胜地地””

首首届届老老建建筑筑文文化化旅旅游游节节，，邀邀您您月月底底““漫漫步步老老建建筑筑””

本报6月23日讯（记者 张
九龙） 济南是一座有着两千
多年历史的文化城市，是国家
批准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尤其是作为齐鲁文化的汇集之
地和对外窗口，济南历史文化、
旅游资源非常深厚。为进一步
提升城市形象，济南市旅发委
等单位联合发起“寻找城市记
忆——— 旅游老建筑文化记忆恢
复工程暨济南市第一届老建筑

文化旅游节”。
记者从济南市第一届老建

筑文化旅游节筹备会议上了解
到，“寻找城市记忆——— 旅游老
建筑文化记忆恢复工程暨济南
市第一届老建筑文化旅游节”
七大主题活动初步确定。七大
主题活动之一的“漫步老建筑
之旅遛弯计划”也将于6月底先
期启动。

济南市老建筑文化旅游促

进会会长李建军介绍，“寻找城
市记忆——— 旅游老建筑文化记
忆恢复工程暨济南市第一届
老建筑文化旅游节”，将围绕

“老建筑文化记忆恢复”展
开，以漫步老建筑、讲述历史
故事、摄影大赛、绘画大赛等
活动为载体发动市民游客广
泛参与，从而增强济南人对历
史文化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
文化自信。

这就是列入济南首批历史建筑的后宰门街41号院。

近日，济南市规划局
公布济南市首批历史建筑
保护图则，24处历史建筑
详细信息公布。这也标志
着，在对历史建筑的保护
方面，济南这座历史文化
名城迈出了重要一步。当
今，作为城市历史发展见
证者的历史建筑不仅具有
科研价值，其对城市文化
的提升、城市旅游的发展
也有重要意义。未来，对于
历史建筑的保护，济南有
望学习其他城市的先进经
验，推出保护条例等地方
法规。这些历史建筑应该
成为网红济南的新“打卡
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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