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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夏侯凤
超） 为了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日前
济南市政府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了《关
于国有建设用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
工作的实施意见》。24日，记者获悉，济
南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保护的
不可移动文物1348处，正在积极推进考
古前置工作。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市文物局局长郅良介绍，目前，全市
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登记保护的不
可移动文物134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3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61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44处；全市馆藏
文物2 0余万件，其中国宝级文物3件

（套），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近4000件。
随着城市工程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地下文物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按照文物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大型基
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在工程
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
调查勘探。考古调查勘探在建设工程开
工前实施，遇有重要发现会对建设项目
工期和项目规划造成影响。部分建设单
位为了不影响建设进度，未履行考古调
查勘探手续就开工建设，导致施工中文
物遭到破坏，引发不良社会影响。

《实施意见》根据《文物保护法》等有
关规定，明确济南三类区域必须进行考
古调查勘探：一是市政府公布的无影山
区、刘家庄区、魏家庄区、古城区、二环东
路区、牛旺庄区6个地下文物保护区；二
是《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
的历史城区；三是除上述区域外，凡是占
地2万平方米以上的土地供应，均需进行
考古调查勘探。考古调查勘探费用由申
请单位（土地熟化主体）承担，发掘费用
由财政分级负担。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夏侯凤
超） 记者在24日召开的济南市委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计划到2025年，
全市新建或改造提升博物馆15家，国家
三级以上博物馆达8家以上，年展览数
量达到350个以上，年观众量达700万人
次以上，逐渐构建起以市博物馆新馆为
龙头，县区级博物馆为骨干，各类行业专
题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

文物安全方面，确保无专门管理机
构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有效巡查看
护，全面推进“文物安全天网工程”，建设
以视频监控系统为基础的技防设施，实
现24小时远程监管。

济南在全省率先出台政策

土地供应2万平米以上

要先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到2025年济南新建或
改造提升博物馆15家

留下城市记忆
老厂房如何华丽转身？

业内人士盼望更具操作性的扶持政策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悦 实习生 董一扬 兰晓仪

老厂房改造成创意园
每年接待游客二三百批

这几天，山东鼎好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韩
震正在忙着一个创意园的改造，“我们在山师
东路6号打造了创意园，基于一些建于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办公楼，主要是想还原山师
东路逝去的青春，找回老济南的印象和回忆。”
此次打造斥资七八千万元，现在基本上在收尾
阶段，预计7月份开园。

虽然靠餐饮业起家，但韩震可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老建筑爱护者。由他经手保护和改造的
老建筑有许多，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由原来的
济南重汽离合器厂改造而成的JN150文化创意
产业园。老重汽离合器厂年代久远，占地大概60
多亩，坐落着十几座老旧厂房，当韩震在2015年
看到它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破败不堪了。

基于保护历史老建筑这个理念，JN150算
是韩震做出的一次尝试。2015年接手后，经过
一年的打造升级，文化产业园已初见成效，到
2017年招商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有大大小小
100个企业注册入驻，其中规模型的企业33个，
带动就业达到2000多人。

“从社会效益来看，留下的历史建筑被列
入济南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册，这样这些工业遗
产就不存在被拆除的风险了。”韩震说，这是最
大的贡献，另外，文化园区也带动了周边的环
境，为周围社区的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
文化场所，并发挥着教育意义。如今这里每年
能接待游客二三百批，为推荐济南、保护济南
历史文化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老厂房的改造并非一日之功，鲁丰纸业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高印涛在谈到山东造纸总
厂的改造过程时说：“改造不是千篇一律的，因
为内部结构不一样，客户需求不一样，改造的
过程也不一样。我们是在专家以及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拆除设备，然后清除残留的东西，这样
厂房就变成了毛坯房，有客户来的话就可以直
接出租，客户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内部装修。”

缺乏对老工厂的研究
价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在老厂房保护和改造问题上，山东建筑大
学艺术学院姜波教授认为，不是所有厂房都要
保护，而是对重要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济南
曾经是中国近代的重要工业城市，国棉一到国
棉四曾经是济南代表性的工业建筑，不是所有
的厂房都需要利用，我们是把有代表性的企业
和厂房作为城市记忆留下来。”

济南存在众多老厂房，但有些老厂房的价
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改造和保护不仅是对
建筑的再利用，而且是对城市文化基因的传
承，这是利用和保护的前提，如果对济南工业
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升到一个文化高
度，或者上升到一个城市重要的文化遗产的高
度，那自然而然就重视了。”姜波说，当代大部
分年轻人对国棉一厂、国棉四厂等老工厂的前
世今生缺乏认识，“我们仍缺乏对这些老工厂
的研究。”

工业文化是济南城市文化的重要一部
分，济南目前有改造后和正在改造的个案，

“但对济南这个工业城市来说还远远不够。”
姜波说。

曾负责老洋行、美英烟草公司等多处老厂
房改造项目的刘奎也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对济南市有推动意义的事情，让业内的专家
看后有启发，让文化遗产包括老建筑成为实现
推动济南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砝码。”

老厂房作为济南工业文化的部分载体，留住了济南的城市记忆。6月21日，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刊发了《探访济南老厂房：部分变身文化创意园，有的拆迁改造
待重生》一文，对部分老厂房进行了探访。留下来的老厂房到底该如何改造利用？
相关人士和专家呼吁政府出台详细政策，在老厂房的“转身”中给予支持。

让老厂房再利用更合规
还需法律层面支持

葛延伸阅读

“一个城市的历史是要有一定
的空间去承载的，所以我们的理念
就是用空间去留住历史，而这个空
间就是老的建筑物。”韩震说，如
果保护下来却不能发挥价值，那
么对于老建筑来说就是一种浪
费，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就是
保护，保护下来之后再进行修缮，
发挥它的价值。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
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
施方案》，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
位，提出支持老工业城市依托工
业遗产保护利用创建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支持设立重要工
业遗产博物馆、专业性工业技术
博物馆、传统行业博物馆，推动以
工厂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
以公园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
态岸线等。

从2017年开始，国家工业遗产
名单陆续公布了三批，山东共有6个
项目入选，其中济南机床二厂入选
了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根据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设置专门

部门或由专人监测遗产的保存状
况，划定保护范围，采取有效保护措
施，保持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
貌特征，确保核心物项不被破坏。

韩震认为，合理地改造利用老
厂房，政府应该出台更详细的支持
政策，“现在也有，但不够细，应该更
加细化，可操作性更强一些，让老厂
房再利用在法律层面变得更合规。
政府应该对实际已经做出贡献的企
业进行政策倾斜和补贴。在规划方
面尽量保护住历史建筑，不要一拆
了之。社会民众要多关注多支持我
们改造老建筑的活动。”

在高印涛看来，如今造纸厂的
改造尚有不完美的地方，“虽然我们
打的是文化的牌子，发展文旅产业，
但是文化的气息还需要更浓一些，
客户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
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政策支持，也
希望政府能够对老厂房的保护和
改造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专业
人士能够对那些确确实实需要留
存的老建筑拿出建议、意见和修
复完善的专业指导。”他说，老厂
房的改造和保护需要社会各方面的
支持和参与。

由原来的济南重汽离合器厂改造而成的JN150文化创意产业园。

老厂房重生记

本报济南6月24日讯（记者 程凌
润） 24日，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
发布消息称，由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主持
的邹平新西村墓地、章丘合庄墓地发掘
工作正式结束。

邹平新西村墓地和章丘合庄墓地是
为了配合小清河复航工程建设进行的抢
救性发掘。其中，邹平新西村墓地位于小
清河工程桩号K67+800-K68之间。5月
21日至6月10日，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共
发掘清理战国、汉代墓葬56座，出土文
物近50件，为山东地区战国、汉代丧葬
习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章丘合庄墓地位于小清河工程桩号
K35+200-300之间。5月27日至6月20
日，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考
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共发掘清理汉代、
北朝、唐代墓葬19座，出土陶、瓷、铜器
20余件，为济南地区北朝和隋唐墓葬
研究以及小清河的变迁研究提供了重
要资料。

小清河边发掘出
战国至唐代墓葬7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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