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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十分注重近代建
筑的保护，继杨桥东路183
号的红砖大楼、中国银行
福州鼓楼支行大楼、原省
地矿厅大楼之后，福建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楼
也升格为历史建筑。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办公楼位于鼓楼区北
大路242号，占地面积741
㎡，房屋建筑面积4450㎡，
建于 1975 年 4 月，1976 年
竣工。原为 5 层石结构，
是当时福州第一座大型石
结构办公楼，由省建筑设
计院设计。

专家表示，这栋建筑
屋顶为混凝土平出檐，有
架空隔热通风层；大楼独
特的蘑菇面花岗岩墙面，
在福州机关办公楼中别具
一格。它作为福州最具代
表性的现代办公建筑之
一，入围此次保护名单。

林则徐岳父故居 有望升格保护
福州公布新一批历史建筑名单，郑大谟故居、福建省住建厅办公楼等58栋老建筑入围

在此次入围的老建筑
中，也有不少和福州历史文
化名人有关。

很多市民知道朱紫坊名
儒郑大谟是林则徐的岳丈。
相传少年林则徐奉舅父之
命，从文儒坊母家到鳌峰坊
的鳌峰书院送文章，途经朱
紫坊时遇到下雨，就在郑宅

屋檐下避雨。郑大谟慧眼识
人，与他交谈甚欢，便招林则
徐为女婿。

据福州市名城委考证，
郑大谟的故居位于盖山镇
高湖村旗杆村，始建于清中
期，为单进合院式古民居，
坐西南朝东北，院落格局尚
存，大门上有灰塑五角星及

“棋杆连食堂”字样；主座为
穿斗式结构，主座面阔五
间，进深七柱，屋顶为硬山
式屋顶，有一定改建，太师
壁、坨墩、雕花、看架等构件
较为精美，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据了解，这栋建筑为郑
大谟所建，对了解其生平具
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
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抓好
防汛防台风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学习贯彻，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
灾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当前，第

6号台风“烟花”正向我省沿
海靠近。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警惕，绝不可有侥幸心
理和轻敌心态，在思想上、行
动上、措施上提前做好防御
台风的各项准备。要加强监
测预警，时刻绷紧这根弦，全
天候、不间断监测台风动态，
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和
有力支撑。要全面做好防

范，完善应急预案，科学精准
施策，提前预置队伍和物资，
严防城镇内涝和乡村次生地
质灾害，确保及时有效应对
处置。要加强值班值守，严
格执行领导带班机制和专人
值班制度，压实责任、靠前指
挥、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做到有备无患。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推进
福州地区大学城高质量发
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确定的
大学城发展定位、建设理
念，对标对表国际一流大学
城，高标准、高水平谋划推
进大学城建设发展。

完善应急预案 严防城镇内涝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要求，

部署我省防汛防台风有关措施

□亮点
林则徐岳父故居 建筑构件精美

7月22日，省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报告时的重要讲
话、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的精神和关于革命文物旧址、对防汛救灾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检查各组情况和上
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审议《加快推进福州地区大学城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N据福建日报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建
党百年庆祝活动成功举办的
重大意义，对深化拓展庆祝
活动成果提出明确要求。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
会，结合我省实际抓好贯彻
落实。会议强调，要把党史
学习教育引深走实，把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中

的重中之重，作为党史学习
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抓好
学习研讨、宣传宣讲、研究阐
释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在历
史智慧的学习运用中提升历
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

我省文化和自然遗产、革命
文物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切
实传承好福建的历史文脉、
守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遗
产。要全面提升文化遗产
和革命文物旧址保护利用
工作水平，深入实施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修缮和安全防
护工程，健全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机制，强化数字赋能、
提高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水

平。要进一步加强自然遗
产保护利用工作，加强申报
管理、分类管理，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实现
保护与发展“双赢”。要压
紧压实保护利用工作责任，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政
治责任和政治担当，各部门
要密切协作、通力配合，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强大合力。

切实传承好福建的历史文脉、守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福州拥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城市中的老建筑身上不仅
镌刻着城市的年轮，还流淌着文化的血脉。今年3月4日，福
州市第三批历史建筑名单正式公布，91处老建筑入围。时隔
4个月之后，7月22日，福州市第四批历史建筑建议名单经过
福州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原则通过，从2021年7月22日至27
日进行公示。福建省住建厅办公楼、林则徐岳父郑大谟故居
等58座老建筑入围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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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福州市已经相继公
布三批历史建筑名单。2017
年，首批 55处历史建筑被公
布，2019年，第二批100处历史
建筑获得通过。今年3月初，
第三批91处历史建筑公布后，
福州又紧接着对第四批名单
进行公示。这意味着福州历
史建筑保护的步伐在加快。

福州市名城委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去年 7月，福州市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有保
留价值老建筑保护工作的若
干意见》，列出多条措施，杜绝
旧城改造过程中对老建筑的
破坏行为；同时要求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在
去年年底前，完成全域范围内

历史建筑普查确定工作。
根据统计，入围公示名单

的历史建筑中，仓山区有中亭
村祠堂街18号等29处，鼓楼
区有天皇岭弄17号等7处，台
江区有太保境巷58号等3处，
晋安区有鼓四村魏厝里 9号
等9处，马尾区有建光村南社
36号(金砂礼堂）等10处。

新一批历史建筑 仓山区入围最多

不到50年的建筑 也可升格历史建筑

省住建厅大楼是福州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办公建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