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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年年老老建建筑筑
““变变身身””老老年年大大学学

北马路的7组老建筑经过半年修缮后将投入使用，

除其中之一成为学校外，其余6组去向待定
本报记者 侯文强 见习记者 李大鹏

26日，芝罘区北马路一栋刚刚修缮完工的老建筑，挂上了“烟台市
芝罘区老年大学”的新牌子，这7组百年老建筑历经半年时间的修缮
后将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北马路老建筑按照原城市规划将被拆除，后确定为
国家二级文物保护建筑，烟台市决定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

从2010年6月份至今，已经有5组老建筑修缮完工，剩余两组也已进入

后期扫尾工作。

 老建筑挂新牌子，要办芝罘老年大学
门窗红、墙面白、砖石青

青……记者在芝罘区北马路

与朝阳街交叉路口看到，北马

路南的二层古旧小楼统一换

了新装。这些老建筑样式统一，

门口都贴着封条，透过窗户可

以看到里面已经安上了水管

和电表等水电设备。不时有路

过的市民探头朝里望一眼，对

修好后空置的老建筑很好奇。

26日，一栋老建筑上挂

上了两个新牌子：烟台市芝

罘区老年大学和烟台市芝

罘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据了

解，芝罘区老年大学和老干

部活动中心就在附近。

烟台市住房和建设管理

局综合科工作人员于先生告

诉记者，这7组老建筑的产权

属于烟台市政府，部分划拨
芝罘区政府后，芝罘区政府

将其中一组老建筑规划为芝

罘区老年大学和老干部活动

中心的驻地。

于先生介绍说，其它6组

老建筑的规划尚不明晰，需
要相关部门进行审定，有可

能进行商业开发，也有可能

成为公益性单位的驻地。“不
管怎么利用，这些老建筑都

会保持原有风貌，延续建筑

文物的历史信息。”

 原规划要拆除，为保护文物修旧如旧
“按照原来的城市规

划，这些老建筑都要拆除。”

北马路近代建筑修缮工程

指挥部负责人袁承兴告诉

记者，在2008年前的城市规

划中，北马路将进行拓宽施

工，包括这7组老建筑在内

沿街单位都将被拆除。

不过在拆除前夕，这些
百年老建筑最终被定为国

家二级文物保护建筑。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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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文物科科长王述全介绍，

这片建筑群属于清末建筑，

它们见证了近代烟台的发
展历史，而且在建筑艺术上

也体现了胶东建筑风格，具

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王述全说，按照《文物

保护法》规定，使用文物保

护建筑必须遵守不改变文

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

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

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

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为保护建筑文物，烟台

市政府更改了城市规划，在

不改变老建筑原来风貌的

原则上，进行修缮和利用。

袁承兴说，此次修缮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施工，争
取重现老建筑的百年古风。

 修比建费事，每一块砖都要打磨平整
7组老建筑目前已经有

5组完成施工，施工方已经

交接给芝罘区向阳房管处
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剩余的

两组老建筑也进入了后期

扫尾工作。在施工现场，正
在修缮古建筑老徐告诉记

者：“每一栋老建筑都要经

过十多道工序才能完工，修
理古建筑比重建新建筑要

费事多了。”

老徐介绍说，先要清理

商户搬迁时留下的破木头

等垃圾，然后将门窗、房瓦

和碎砖替换一遍，门窗全部
换成木制的，房瓦统一铺设

为青色的仰合瓦，破碎的青

砖抠出来换成新的。

接着，老徐和他的工友

们要将每一块砖打磨平整，

还要将每一道砖缝泥一遍。

外部统一样式：墙面刷成白

色，门窗、屋檐和立柱则刷

成红色，砖石青青没有破坏

和污渍。

在过去百年中，许多业

主对房屋进行了改建，老徐
需要一一将其拆除或者改

造，力争恢复老建筑原貌。

他们修建木制楼梯，重刷房
屋内墙，还爬上屋顶做了专

门的防水处理。

原来的老建筑里没有

水电设施和卫生间，做完修
缮后，工人们会为这些建筑

内铺设水电，预留消防通道

和消防设施，并且隔出卫生

间，统一更换了环保马桶。

“此后老建筑几十年都

不用大修。”负责修缮工程

的袁承兴说，此次修缮维护

既能恢复建筑原貌，又能使

其更加牢固，保障安全方便

的使用。

格“老烟台”记忆

昔日烟台最繁华

百货大楼曾在此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侯

文强 见习记者 李大鹏) 在
芝罘区北马路一间老建筑内，74

岁的丛淑娴跟记者谈起当年北
马路的繁华景象，仍津津乐道。

“解放前北马路是烟台最繁
华的地方，茶庄、百货公司、瑞蚨
祥绸缎庄等商家聚集于此。现在
大部分老建筑被拆除了，找不回
从前的感觉了。”丛女士无奈的摇
摇头。丛女士9岁时跟随父亲从招
远来到烟台，一直住在现在的老
房子里，这一住就是60多年。她父
亲当时在自家老房二楼开了一家
钟表眼镜店，算得上那个年代的
有钱人家。直到现在，邻居们还开

玩笑称她为大户人家的小姐。丛
女士说起当年北马路的繁华景
象，陷入了对往事的深深怀念。

朝阳街钟表总汇店的老板
李女士跟丛淑娴是原钟表公司
的同事，她回忆起小时候北马路
的情景时一脸幸福。李女士说，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在修缮的北
马路7组老建筑是百货大楼，她
每次上学路过时都要进去跑上
跑下，穿梭于各个柜台。百货大
楼里有一家修钢笔的店铺，李女
士经常去那里修理自己的钢笔。

李女士还记得，《侦察兵》和《南
门外》两部电影曾在北马路取景
拍摄，不过在改革开放后，北马
路渐渐不再繁华。

修缮中的老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