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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状

海口部分骑楼岌岌可危，靠木
棍支撑

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骑楼美轮美奂，记者行
走其中，仿佛“穿越”到了民国时期。这里也是很多老海口
人的童年记忆。

据悉，为了保护历史建筑以及推动海口旅游业的发
展，海口市政府曾对中山路、新华南路等街道两侧的骑楼
立面进行修缮，但仍有不少骑楼由于未受到保护，在岁月
的洗礼中变得越发岌岌可危。

海口振东街是骑楼建筑密度较高的一条街，记者走访
发现，大部分骑楼建筑已破败不堪，外墙原有的颜色已褪
去，外立面上长着杂草，有的骑楼屋顶甚至长出数米高的
树木。记者在一栋骑楼前看到，该栋楼的一楼由两根木棍
支撑着，旁边的墙上写着“危房勿近”四个字；不远处的另
一栋骑楼，屋顶已经坍塌，二层阁楼的木板被腐蚀得仅剩
下框架。整条街有四五栋这样濒临坍塌的骑楼。

楼上摇摇欲坠，楼下人来人往，
安全隐患大

记者看到，很多骑楼的二楼以上由于破损严重，已经
无人居住，但仍有很多人在一楼开店做生意。虽然整条街
很多骑楼的墙上都写着“危房”二字，但丝毫没引起大家的
重视。“这房子好多年了，要塌早就塌了。”一家店铺的经营
者对记者说。

据了解，这里的经营者大多是租客。骑楼二楼以上没
法住人，房东就把一楼租给他人做生意，“楼上摇摇欲坠，
楼下人来人往”是整条街的真实写照。

更让记者担忧的是，这危险的骑楼成了一些孩子们的
“乐园”。记者日前走访时正值14时左右，附近学校的小
学生们在去上课的途中，跑进危房中追逐打闹，丝毫不在
意墙上“危房勿近”的警示标语。

本报讯 对于游客来说，骑楼是
海口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对于老海口人来
说，骑楼是承载历史的特色建筑。但是日前发
生在海口和文昌骑楼老街的意外，让人们把目光
重新聚焦到了骑楼的另一个功能——居住上。近
日，记者走访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发现很
多骑楼因为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有的摇摇欲坠，甚
至需要用木棍支撑，这给生活在骑楼里的居民带来
较大的安全隐患。

“为何不修缮？”关于这个问题，多名骑楼产权
所有人表示，这是历史建筑，不能随便修。记者从
海口骑楼办获悉，产权所有人修缮骑楼需要通过审
批，流程复杂。此外，经费方面也很难获得有关部
门的支持。 记者 张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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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楼办

修缮骑楼要符合相关规定，
并通过部门审批

“我们不是不让修，而是作为历史建筑，修缮要符
合相关规定，通过部门审批才可以。”海口骑楼办相关
负责人说。

据悉，为了保护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2010
年，海口市政府下发了《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及
其历史建筑的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试行）》，要求骑楼
的修缮和改造要符合《海口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2006年-2020年）》和《海口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

该负责人介绍，按照流程，产权所有人如果要对骑
楼进行修缮，需要提交房产证、土地证、设计方案，交由
专家按照相关文件审阅。如果不合格就需要修改，如
果合格，还要交由住建部门审批。

据骑楼办统计，自2011年至今8年时间，骑楼办审
批报建共168宗，其中有被认定为历史保护的建筑，也
有非保护建筑。“因为我们对审批把关比较严格，遵循

‘原址原貌原高度’的原则，但是现在很多骑楼里住着
几代人，目前的高度已经不能满足这些人的居住需求，
而我们又不能改变标准，因为标准变了，骑楼的面貌就
变了，就会失去历史建筑的韵味，这也是现实存在的一
个矛盾。”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资金，“我们
一直希望能够跟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合作，借助他
们的力量，对骑楼街区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开发保护。”

文物局

政府部门拨款修缮骑楼的可
能性不大

骑楼的修缮能否获得文物部门的经费支持？记者
从海口市文物局局长王大新处了解到，由于文物等级
以及经费的原因，政府部门拨款修缮的可能性不大。

“文物修缮首先坚持‘谁的孩子谁养’原则。也就
是说，国有文物由使用单位负责修缮，私有文物则只能
由所有人负责修缮。”王大新说，文物局对文物的修缮
保护按照文物等级的高低，有先后之分，“第一原则是
优先保护重要的、等级高的文物，第二原则是优先保护
濒危的国有文物。”

王大新介绍，目前海口大多数骑楼属于历史建筑，
仅有小部分属于文物，数量约有300多处，而且基本上
是一般文物，“等级算是文物里面最低的。”他说，从全
省的文物数量来看，海口占到三分之一，其中多以建筑
为主，“政府每年在文物修缮方面有一定经费，大头用
到了重要国有文物上，骑楼文物等级太低，且数量比较
多，所以能留给骑楼的修缮费用少之又少。”

目前未接到产权人请求政府
帮助修缮骑楼的申请

这是不是意味着骑楼无法获得修缮经费支持呢？
王大新说“也不是”，“私有的文物，如果产权人不具备
修缮能力，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划拨一定的经费帮助
修缮。”但他表示，目前海口市文物局还未接到一个产
权人关于请求政府帮助修缮骑楼的申请。

王大新称，之所以没有人申请修缮骑楼，很可能是
因为产权人并不想修缮，“这种事情我们遇到过很多，
之前有一个民国时期的老宅，属于省保级的，但是产权
人不想修，他想等着老宅坍塌以后盖新房子。”不过王
大新表示，如果有产权人确实想对自家属于文物的骑
楼进行修缮，又确实没钱，可以尝试提出申请，“但是最
终能否申请成功，这就不好说了。”

疑 问

为何不修缮？原因包括骑楼产
权复杂、费用问题难解决等

部分骑楼破败不堪，为何不进行修缮？
王先生从小到大就生活在振东路，现在和妻子经营

一家餐饮店。和很多骑楼一样，王先生家房子的二楼已破
败得无法居住。“这是历史建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修的，
政府不让修。”王先生说。记者走访发现，很多老住户都有
修缮骑楼的想法，但都表示“政府不让修”。

此外，很多家族世代生活在这里，随着时间推移，家族
人口越来越多，在修缮骑楼一事上，一家人意见难统一。

“住在楼上的人想修，住在楼下的人不想修，就算大家统一
了意见，在费用上也很难达成一致。”王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对于一些私人所有的骑楼，有的楼上楼
下产权不一，有的前屋和后屋也不属于同一个业主。有些
人虽然是骑楼的产权人，但是并不住在这里，不愿意修缮，
只能任由这些老房子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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