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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毁文物将原址重建

当地加强文物巡查保护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
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
原址重建。 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
原址重建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省、 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
表示，

７

处不可移动文物已被“挂牌
保护”，却仍被人为破坏，背后是受
经济利益驱动。 不可移动文物是一
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的留存， 政府
部门应该妥善处理文物保护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强制度建设，依
法保护这些文化遗产。 公众也应提
高文物保护意识， 全社会多方努力
让文物成为城市的永久文化财富。

双城区政府
２７

日通报称，根据
国家文物局意见， 双城区政府决定
对“双城刘亚楼旧居”等

７

处被人为
破坏的文物实施原址重建。

据介绍，双城区文体广电局已收
到国家文物局及省市部门意见，一
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

尽快对损毁的
７

处不可移动文物履
行原址重建审批手续； 二是立即对
损毁的

７

处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房屋
构件进行整理保护，以备重建。

双城区政府表示， 将对遭损毁
的文物积极采取补救措施， 依法履
行相应报批手续， 聘请国家和省市
文博专家编制重建方案和规划设
计，实施原址重建。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 双城区所
有棚改项目中涉及不可移动文物
１４０

余处， 尚未定级的仍有
１００

余
处。 双城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此为戒， 对全区文物进行一次普
查巡查，对年久失修、破损的文物及
时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告， 及时
依法维修保护。 （据新华网）

哈尔滨市双城区“刘亚楼旧居”等７处不可移动文物被人为损毁

挂牌保护为何拦不住强行拆除
哈尔滨市双城区“刘亚楼旧居”等

７

处不可移
动文物被人为损毁， 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批
捕。 记者采访了解到，这

７

处文物在当地一处重要
的棚改工程范围内，“挂牌保护”仍未能让其“幸免
于难”。 目前，当地正在追查有关人员责任。 根据国
家文物局意见，决定对

７

处被人为破坏的不可移动
文物实施原址重建。

文物遭人为损毁不可恢复

犯罪嫌疑人被批捕

记者
８

月
２５

日下午在现场看
到， 不可移动文物损毁地点位于双
城区东北隅， 与第四野战军纪念馆
一街之隔。 区域内分布着成堆破碎
的砖石， 部分区域可见被损毁的房
屋木头交错堆积。 东北民主联军独
立团旧址尚有部分破损的墙体保
留。

７

处不可移动文物损毁现场已经
拉起了警戒线，并分别立有“此地为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场”的通告牌。

时间回放至
６

月
２５

日凌晨，轰
鸣的铲车声和破墙声打破了清晨的
宁静，铲车司机李喜全的一次毁拆，

也打破了历史的沉寂， 让
７

处藏身
于棚户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成为网
友们热议的焦点。

“这些建筑无不有着光荣的革
命历史， 蕴藉着值得铭记的历史价
值， 却被推土机碾为一地废墟”“强
拆原因是什么？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
的利益驱动？ 当地管理部门为何没
能拦住拆迁者的霸蛮行动？ ”……网
友的感叹和质疑不断升温。

记者调查发现， 除关注度最高
的“开国上将刘亚楼双城旧居”外，

这些文物还包括东北民主联军独立
团旧址、 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通讯

班旧址、 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炊事
班旧址、 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
警卫连旧址、 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
挥部卫生所旧址和陈家银铺旧址。

双城区文体广电局局长郑孟楠
在现场告诉记者， 这

７

处建筑是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被列入不
可移动文物的。 除陈家银铺旧址属
古建筑类不可移动文物外， 其余

６

处均属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
筑类别。 目前， 这些尚未定级的文
物，损毁严重，不可恢复。 “普查出的
文物没有定级， 不代表没有价值和
价值低， 定级需要经过向文物部门
提供材料、 专家论证和当地人民政
府申请等程序。 ”郑孟楠解释说。

据哈尔滨市公安局双城区分局
刑侦一中队侦查员赵宏君介绍，接
到群众和文物部门有关人员报警
后， 双城区公安部门立即将停留在
现场的李喜全抓捕归案。 经审讯，他
交代是拆迁公司负责人常井瑞指
使， 后者系受雇于哈尔滨安吉拆迁
服务有限公司的现场指挥， 犯罪嫌
疑人常井瑞到案后也对指使他人违
法损毁文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已经
被依法批捕。

棚改工程涉及文物

相关人员将被追责

记者了解到，

７

处文物所在区域
为双城区东北隅棚户区改造一期工
程所在地。 据双城区政府介绍，东北
隅棚户区改造工程共涉及

２３００

多
户， 一期工程涉及

２００

余户，

７

处文
物所在区域涉及

４０

余户。

一位在此居住
４０

年的棚改户
告诉记者， 她的房子去年被定为不
可移动文物，此次遭到拆毁。 她说，

老房子居住条件差， 夏天一下雨就
“灌汤”， 之前这么多年自己也不知
道竟然住在文物里， 邻居们都盼着
早点原地回迁。

双城区文体广电局向记者出具
的图片和文件显示， 当地文物部门
在

２０１５

年就已经在这一区域建筑
上挂牌“不可移动文物”。

据双城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棚户区项目规划前，区政府也知
道这

７

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存在。 为

此， 当地政府曾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 在没
有获得批复的情况下， 双城区针对
这

７

处不可移动文物， 要求做好保
护工作，禁止拆除。

这位工作人员说，目前，这一
棚改项目施工建设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还没有获得批复， 现尚处于净
地阶段。

双城区纪委工作组工作人员张
岩松说， 从不可移动文物被拆除之
后，按照“一案双查”的规定，正在对
拆迁办、 文物管理所等公职人员逐
一进行调查。 除了对直接责任人，还
要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调
查， 将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及相关人
员的行政责任。

记者
２７

日从双城区获悉，目前
哈尔滨市纪委调查组已经在双城区
开展工作。

上图为被损毁的刘亚楼旧居
下图为被损毁前的刘亚楼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