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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上午，记者
来到建海新村 11栋，当时
虽艳阳高照，但刚走进楼
栋，便可看见满地的青苔
与积水。跟随着王女士上
楼，记者注意到，每一层台
阶上满是积水，楼梯转角
处，还不时有水滴落。居

民为了避开积水方便行
走，无奈搬来砖头垫脚。

“我们这一整栋的每
一个台阶都是积水，老人
一晚上要扫三四次积水。”
王女士告诉记者，两个月
的时间里，她多次向建海
社区反映。8月7日，建海

社区一工作人员回复称：
“经社区工作人员实地查
看，初步判断为楼顶有积水
无法排出，顺着下面年久
老化的水管渗漏，目前先
对积水撒药预防登革热，
并向有关部门请求协调处
理。居民上下楼小心。”

小区楼道积水 居民搬砖垫脚回家
福州台江区建海新村11栋业主称，积水已有两个月，出行受影响；社区称，系楼顶

积水渗漏，将协助居民处理，费用需业主自行解决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8月 14日，福州市
民叶先生通过智慧海都平
台报料称，在仓山区花溪
路与桔园四路交界处附
近，一处人行道被倒下来
的树枝挡住了，过往行人
通行不便，只得绕到机动
车道上，存在安全隐患。

接到报料后，记者来
到现场看到，一大片三角
梅树枝垂落在花溪路的
人行道上，最低处离地面
不到一米，整个人行道几
乎被占，行人经过时必须
绕到机动车道上。记者

在现场发现，该处位于通
往桔园四路的斑马线旁
边，垂落下来的三角梅正
好遮挡住了人行道上的
红绿灯。

叶先生告诉记者，这
片三角梅是在前几天下大
雨时倒下来的，但一直未
见处理，希望相关部门及
时来处理。

记者将此事反映给福
州市园林中心。工作人员
称，他们会向相关部门反
映及时处理。

叶先生报料，线索费
30元

三角梅垂落占道
行人只能借道机动车道
位于仓山区花溪路，市民希望相关

部门及时处理

“福州老建筑”团队
呵护文化遗产的“草根”力量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8 月 14 日早上 8
时 30分，福州市民彭先生
通过智慧海都平台报料
称，晋安区鹤林新城小区
5号楼一层的一家珠宝店
玻璃大门突然被砸，满地
都是碎玻璃。

9 时 35 分，记者赶到
现场。该珠宝店名为“禧
六福珠宝”，珠宝店的右侧
玻璃门已被砸毁，玻璃碴
掉了一地，一个U形防盗

锁还挂在左侧玻璃门上。
10时许，珠宝店店主

骑着电动车赶到店里，进
店检查后，表示暂时没发
现财物丢失。

昨晚，记者从晋安警
方了解到，一名男子早上经
过该小区时被狗追赶，随手
拿块石头砸过去，没想到
把珠宝店大门的玻璃砸
了，他愿意赔偿损失。

彭先生报料，线索费
50元

福州一珠宝店大门被砸
位于晋安区鹤林新城小区，警方称

系一男子被狗追赶时无意砸中

近日，家住福州台江区建海新村11栋的王女士通过智慧海都平台报料称，6月10日起，不知是何原因，楼道
每天都有积水，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在此期间，11栋的居民多次将情况反映给建海社区，但积水问题至今仍
未解决，“我们这栋楼没有电梯，都是老人居住，有时年轻人蹚水爬楼梯都容易滑倒，更不用说老人了”。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
向建海社区张主任了解情
况。张主任表示，建海新
村属于无物业小区，由社
区代为管理，但小区内的

一些维修事宜应当由业主
自费处理。

“业主在群里反映情
况后，社区的网格员就前
往楼栋了解情况。”张主

任表示，“我们会协助居
民解决积水问题，尽快联
系师傅前去查看情况，但
维修的费用需要由业主
自行承担。”

N海都记者
林涓 文/图

居民：楼道积水严重 担心出行安全

社区：将协助居民解决积水问题

暑期，慕名来到福州市仓山区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游客络绎不绝。最让游客们难忘的，是这里
保存的一座座历史建筑：石厝教堂、美国领事馆、乐群楼……

每一座历史建筑的门口，都有一个二维码标识。轻轻一扫，翔实的介绍资料一览无余。这项方便游
客的举措，来自与仓山区文物保护部门合作的一个民间团体——“福州老建筑”团队。

2011年2月，福州文化爱好者薛纪天牵头创办“福州老建筑群”团队，建立福州文化遗产爱好者的交
流平台。当年9月，当时在同济大学攻读博士、现任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的福州人林轶南创办“福州老
建筑百科”网站，致力于搜集福州历史建筑及文化遗产资料。两个平台“双剑合璧”，汇聚成“福州老建
筑”团队，成为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民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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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了解
越深入，就爱得越深沉。“福
州老建筑”团队以“眼里不揉
沙子”的较真劲儿，与破坏
文化遗产的行为针锋相对。

2015年 1月底，仓山区
“横龙陈祺厝”被公布为未定
级文物，因为信息沟通不及
时，加上没有显著标识，周边
建设项目在施工时未能掌握
这一信息，结果2月份“横龙
陈祺厝”就在施工中被误
拆。“福州老建筑”团队闻讯
后，积极反映、全力呼吁，最

终促成“横龙陈祺厝”异地重
建，并被公布为区级文保单
位。如今，“横龙陈祺厝”成
功活化利用，打造出福州首
个乡村博物馆——建新台
屿乡村博物馆，不仅留住了
乡愁，也吸引了游客。

这件事让仓山区相关
部门深受触动。为避免因缺
乏文物保护标识导致的误拆
事件再次发生，仓山区在全
省首创对不可移动文物登记
点挂牌保护，防止城市建设
中误拆或毁坏不可移动文

物。目前，这一挂牌保护的
创举已在福州多地推广。

多年来，“福州老建筑”
团队通过网络发声、撰写专
文、呼吁保护等方式，接连
为连江县厦王里孙氏民居、
台江区山边街 55 号鲁班
庙、闽侯县徐家村古村落等
古厝“维权”，成为名副其实
的古厝保护“民间代言人”。

薛纪天说，团队的“维
权”行为突出建设性，重点
是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团队自成

立以来，一直坚持“非营利”
原则，从不接受任何商业广
告和冠名赞助，始终秉承

“遗产保护是公益事业”的
立场，保持独立性。

此外，在长期的遗产保
护实践中，“福州老建筑”团
队意识到，由政府部门公布
的保护规划，是古厝、老建
筑、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的

“护身符”。所以，团队立足
民间力量，突出专业色彩，
积极参与规划编制工作，从
源头上加大保护力度。

“福寿桥俗呼小获桥，位
于罗源县松山镇小获村山边
厝自然村小获溪上，西南至
东北架向。始建宋代，清道
光十七年（1837年）三月重修
……”7月 14日，“福州老建
筑百科”网站更新了最新一
条内容，不仅有丰富的内容
介绍，还有现场拍摄的几张
图片，生动记录了古桥历史。

建立遗产档案，是“福
州老建筑”团队长期坚持的

公益之举。早在 2011 年 1
月，团队前身“福州老建筑
小组”建立时，就成功组织
了“逛仓山老洋房”城市徒
步活动。此后，无论是来自
QQ群、微信群还是百科网
的团队成员，都把实地走访
作为基本活动。

薛纪天介绍，群内不定
期组织成员走访街区、古建
筑、古村落的活动，通过实地
考察，记录有价值的老建筑，

从当地人口中挖掘历史内涵。
团队成员的身份五花

八门：学生、公务员、学者、
医生、公司职员、自由职业
者、征迁办工作人员……年
龄最小的还在上学，最大的
已年逾花甲。

除了热爱，团队成员也
体现出专业性。多年来，

“福州老建筑”团队一点一
滴收集的资料，全部展示在

“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自

行开发的“地图上的福州老
建筑百科”和“福州老建筑”
微信公众号，并通过自建

“福州老建筑”地理信息系
统，完成了遗产数据的分
类、汇总和应用。

“福州老建筑百科”网
站站长林轶南认为，公众参
与虽然并不能取代传统的、
以专业人员为主导的文化
遗产记录方式，却可以成为
主流途径的良好补充。

以满腔热情，建立历史建筑遗产档案

以实际行动，为被拆古厝“维权”

楼道积水，居民无奈搬
砖“搭桥”

人行道被树枝挡住，行人通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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