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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建设进入“高铁”时代，与此
同时，老建筑的保护步伐也需加紧跟进。

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规划设计研究
院获悉，受满洲里市文物局委托，今年3月，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中心主任王璠带领
的设计团队，已经完成了现存于满洲里北
区的水塔修缮设计工作。与此同时，他们
还探查了铁路沿线的 20座供水塔，包括哈
尔滨香坊火车站水塔、周家火车站给水塔
等。满洲里北区的水塔修缮设计，对中东
铁路沿线现存水塔的修缮，提供了范式借
鉴。

记者还电话采访了香坊区棚改指挥
部，获悉卫生二胡同的那座俄式民居老房
子已被纳入了保护建筑序列，成了不可拆
除的历史建筑，将被永久地保留下来。

日前，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有关负责
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 1月，哈尔滨
市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由市
委常委、副市长程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闫红蕾任总召集人，由市文广旅游局、市
公安局、市发改委、市资源规划局、市林草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民族宗教局、市消防救援总队、冰城
海关各部门参加，旨在建立文物安全管理
长效机制，强化部门协调配合，加强文物安
全工作，坚决打击文物违法犯罪活动，指导
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落实。

李凤利认为，文物的保护传承其实与
发展并不是矛盾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古
老的历史建筑会越来越少，如果再不加以
保护，今后年轻人想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
建筑历史，就很难找到这些历史建筑的真
正价值。

原黑龙江大学教授郑亚楠对哈尔滨历
史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她表示，哈尔滨的
城市历史既短又独特，保护责任更加繁重，
也更有意义。保护与发展，是所有历史时
期人们都会碰到的问题。规划与保护一定
要统筹兼顾，二者并行。保护要纳入规划
之中，规划也要尊重保护的原则。很多历
史悠久的城市，在这一方面都有着积极的
探寻，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我们要博
采众长，为我所用，共同促进城市经济、文
化的繁荣发展。

家住哈尔滨市道外区桦树街附
近的市民李女士反映，她家距离道外
区体育场很近，经常去走步健身，由
于年久失修，道外区体育场破损严
重，土质地面雨天一脚泥，风天一身
灰，大家都盼着这个体育场的环境能
变得更好。去年 8月，当地曾说要进
行改造建设，不知道什么原因，工程

到现在也没启动。
近日，记者来到道外区体育场采

访。从南直路上的入口走进去可以
看到，道外区体育场由两部分组成，
入口左侧的这部分有看台，里面停放
着几台车，铁栅栏门紧锁，透过围栅
可以看到里面的设施破损严重。据
介绍，这处场地在多年前就已租给了
一家驾校，以前常有人在这里学习开
车。

再往前走，是一个稍大些的环形
场地，其外侧用围栏围住，中间部分
已长出了绿色的杂草，椭圆形的土质
跑道破损严重，分布着多处水洼、泥
地，有市民在这里走步、跑步，路过这
些坑洼处时纷纷躲避绕行。场地的
西侧种植了一些丁香花，非常美丽，
可是在花的下面却分布着许多生活

垃圾，又脏又乱。几位正在这里练习
舞蹈的老年人说，他们家都住在附
近，周边找不到更好的活动场地了，
只能到这儿练习。

据道外区体育局工作人员介绍，
道外区体育场及西侧街区规划建设
体育馆、文体产业综合楼、室外运动
场、足球场和群众文化体育健身广
场，将打造集群众文化体育健身与体
育文化产业于一体的文化体育产业
园区，满足周边群众健身、健康需求，
推动区域文化体育产业快速发展。
这一改造项目不仅涉及体育场本身，
还涵盖了周围的一些区域，由于一些
原因建设工程还没有全面展开，目前
区里相关部门正在积极进行协调，力
争早日完成项目建设，为居民提供活
动健身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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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拆迁，刻录着百年沧桑的老建筑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在文保志愿者眼里，哈尔滨的历史文化是流淌在那些正在消失的老建筑中的点点记忆。

见证百年历史
让老建筑

素有“万国建筑艺术博物馆”之称的中央大街，马迭尔宾馆，亚细亚电影院，东北烈士纪念馆，横道河子火车站……今年“五
一”档期上映的高口碑电影《悬崖之上》，让哈尔滨的老建筑从百年的喧嚣中归来，让观众重拾沉寂的历史记忆。

然而，5月12日一早，一则《哈尔滨市2021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获批，道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项目施工和监理公开招
标》的信息，惊醒了“寻觅哈尔滨老建筑”微信群里的文保志愿者，项目中改造的5个标段，涉及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周
边老街区。文保志愿者们表示：希望在这次改造中，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建筑能够得到有效维护和修缮；同时又担心，一些尚未
核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或历史建筑的危旧房屋能否得以幸存？可否依法依规得以改建、复建和翻建？

近年来，哈尔滨市老旧小区改造以及棚户区拆迁工程，一直牵动着文保志愿者的心弦。他们为此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只
为留住更多的老建筑，留住这个城市更多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

2020年，哈市香坊区政府将西巴安里、香
德街铁路沿线、香坊火车站等 8个成片棚户区
列为棚户区改造项目，今春启动了拆迁工作。
入春以来，香坊火车站周边、西巴安里等街区陆
续进行了拆迁。这里曾是中东铁路建设时期的
繁华地带，香坊火车站、巴安里工区的许多老建
筑，承载着这座城市百余年来的历史记忆，是老
一辈人口中“先有香坊，后有哈尔滨”的见证。

4月 18日，记者相约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
高虹和哈尔滨建筑艺术馆设计师李凤利，以及
文保志愿者一同来到拆迁现场，在残墙碎瓦中
找寻历史的点滴遗存。

记者一行先到达香坊火车站，远处望去，以
米黄色为主基调的墙体，辅以白色线脚装饰，整
体建筑舒展端庄，呈现出富丽而典雅的气质。
站前广场，一帮孩童正在嬉戏玩耍。走近候车
室，记者看到，整个建筑门窗已经关闭，只留了
一处售票窗口。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1月20日起，香坊火车站已停止办理旅客乘降，
仅保留售票业务。这座始建于 1898年的老建
筑，历经120多年的风雨，已经被列入国家一类
保护性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挂牌进行
保护。

穿过香坊火车站广场右侧的一片平房区，
进入卫生二胡同，这里大部分房屋已被拆除，地
面上遍布着砖石瓦砾。令人惊奇的是，一座没
被挂牌的颇具俄式风格的黄墙绿瓦的老房子，
不仅没有被拆除，而且几近完整地被保留了下
来。仔细查看后，李凤利告诉记者，从裸露的残
破外墙可以看出，这是中东铁路建设时期典型
的“板夹泥”工艺，高大厚重的实木窗栅板颇具
流线感，屋顶也保留了原有的风貌，应属于早期
的俄式民居，是香坊火车站的附属建筑。

在这座老房子的身后，矗立着香坊火车站
老水塔。穿过大片的拆迁区域，走近水塔，我们
看到，水塔上已挂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中东铁路建筑群香坊水塔”牌子，周边建筑
拆除没有殃及到这里。高虹介绍，这座水塔建
成于1915年，也是哈尔滨现存最古老的水塔之
一，它的上半部分是木质结构，下半部分属于红
砖结构，整体风格上属于典型的俄式风格。上
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中东铁路沿线，每隔一段距
离就会搭建一个这样的水塔，以保障铁路沿线
用水需求，是哈尔滨城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
遗迹。她希望，将哈尔滨的铁路环线打造成为
城市轨道交通的补充通道，让香坊站在这条交
通线上重放光彩。

在巴安里街区拆迁现场，没能找到一处完整保
留的老建筑。文保志愿者道远告诉记者，巴安里始
建于1903年前后，为香坊火车站第一代站舍附属工
区，也是民族英雄赵尚志针对满铁打击“成高子炸车
事件”重要节点。但因这里的老建筑年代久远、损坏
严重，没能留下一处完整的老房子 。

高虹介绍，在这些区域拆迁前，香坊区规划和文
保部门向她征求过意见，她认为，仍可以将巴安里街
区保存状况较好的几栋老房子留下来，改造后可以
用作社区活动空间，也可作为街区文化景观留存。

虽然文保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一些老建筑
分布在老旧街区，还没有全部认证挂牌；一些已经挂
牌的保护建筑，也会因周边施工受到破坏，文保志愿
者们就成为了它们的守护神。他们在与时间赛跑，
与这个城市的拆迁改造赛跑。

道远告诉记者，中东铁路建设时期，曾先后在哈
尔滨修建了多处火车站，除了香坊火车站，还有顾乡
屯火车站。现在保留下来的顾乡屯火车站站舍，始
建于1904年，是当年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出哈尔滨站
的第一站，作为历史建筑具有极大的保护价值。去
年 11月，道里区车站街棚户区改造，顾乡屯火车站
附近的两处俄式板房，经过文物保护志愿者奔走呼
吁，已经被政府部门保留了下来。

在文林街 1号院，有不可移动文物“刘瀚故居”
和保护建筑“东省铁路局无线电发报台”。因担心正
在施工的开发企业会对老建筑造成破坏，近期志愿
者们常来“监工”。4月 26日中午，记者与志愿者一
同来到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正在作业，老建筑四周
已被画出施工安全线。这时，志愿者道远又打来电
话，希望记者再去营部街38号看看。那里有一处建
筑风格独特的教会神职人员住宅旧址，将被作为城
市“疮疤”拆除，他正积极向有关部门呼呼，尽快组织
专家论证，争取挂牌保护。

高虹是微信“老建筑保护群”的群主。她很高
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哈尔滨老建筑保
护的志愿者队伍中来，这里不乏 90后和 00后，让她
看到了文保的希望和未来。“可能在大多数游人的眼
中，冰雪大世界是哈尔滨的代名词，但这并不是哈尔
滨的全部。实际上，哈尔滨的历史血液是在这些正
消失的历史建筑中流淌着的。”高虹感叹道。

哈市文广旅游局文物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文保工作涉及多个部门、方方面面，总体状
态良好，但过程很艰难。文保工作需要文保志愿者
的支持，例如滨洲线松花江铁路大桥的保护，就是
在文保部门的努力和文保志愿者们的奔走呼吁下
得以保留，并纳入中东铁路建筑群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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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桂华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具宣冶

俯瞰香坊火车站周边拆迁区域。
图片由文保志愿者提供

保存较为完整的俄式民居保存较为完整的俄式民居。。
挂牌保护的香坊火车

站水塔。

东省铁路局无线发报台旧址东省铁路局无线发报台旧址。。

航拍体育场全景航拍体育场全景。。

附近居民在体育场内附近居民在体育场内
健身健身。。

民声记者苏强 电话:18746073638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做好每一篇

监督报道，认真履行记者职责。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劲彪

20日，哈尔滨市东三环江北段由中源大
道往滨北路方向的“断头路”已经打通，21日
早该路段实现双向通车。有去往南直路、会
展中心、香坊东部的车辆，可不必绕行松浦大
桥，直接沿中源大道途经滨北公铁两用桥、东
二环桥即可到达，市民的出行将更便捷。

17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此路段的铁路
线已经拆除，工作人员正在使用钩机对路面
进行施工平整，10余名工人正在路两侧进行
铺步道砖和绿化工作。

20日，工作人员将“断头路”铺设了新的
路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路面标线施画前期
工作。

据哈尔滨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之前
该路段有一条铁路线，去年10月该路段只是
单向通车，江北往江南无法通车，日前这条铁
路线已拆除完毕，路面施工已结束，正在对路
面标线进行施画，21日早该路段实现双向通
车。

据了解，东三环江北段（规划 148路）位
于松北区，是哈尔滨市三环快速路体系中的
一部分。工程南起滨北公铁两用桥江北引
桥，跨越浦源路，向北与中源大道连接。今
后，道外、香坊东部区域以及二环南直路去往
江北中源大道的车辆不必绕行松浦大桥，节
省约30分钟时间。

哈尔滨东三环江北段
双向通车了
江北去香坊车程能省半小时

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施画路面标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