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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苏兆征故居有令无策 
 

专家：可借鉴苏曼殊故居保护模式 
 

本报记者   王近夏  苏亚兵 
 

  “怎么才能做到既保护村民利益、改善村民生活，又保护和利用好文物？没有政策引导是绝

对不行的。”针对苏兆征故居和白石街目前遇到的新建居民楼破坏文物环境风貌的问题，市博物

馆常务副馆长、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尚元正如是说。 
  艰难：3户人家谈了一年 
  目前正在动工的苏兆征故居文保工程包括故居修缮与增建陈列室，陈列室位于故居右方，占

地约 200平方米，现在还是一片已经拆除旧房的工地。这块工地上曾经住有 3户人家，为了征收
这块地，文保部门与之谈判了近一年才达成协议。其中两户以土地置换的方式、1 户以货币补偿
的方式操作。“要是白石街和故居控制区内每一户人家都能做到这样，那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尚元正说。 
  据市文体旅游局文保科科长潘恒介绍，通常征收民宅的做法是以土地置换或产权转移的方式

取得村民房屋的所有权。所谓土地置换，即在别处给村民提供宅基地建房，换取其现有建筑物的

权利；产权转移，即是以货币购买的方式一次性买下房屋所有权。两三户人家尚可通过艰难谈判

解决，多户人家呢？“这需要国土、规划等多部门的配合，绝非文保单位一家就能解决得了。” 
  据了解，即使可通过置换宅基地的方法，淇澳村也无法提供可置换的土地。村长助理钟先生

无奈地告诉记者，大部分集体土地在前些年已被征收为国有。 
  样本：谈拢 14户人家不到 3个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苏曼殊故居的保护为我市古村落、名人故居保护提供了另一个样本。 
  苏曼殊是珠海另一位重要的历史文化名人，他的故居位于前山沥溪村。2006年，我市为全面
保护苏曼殊故居征用了周边 14户村民的住宅，总面积达 1000多平方米。而从决定征收到成功实
施，历时不到三个月。时任该村党支部书记简德荣说：“这是由于苏曼殊作为名人在村民心目中

享有崇高地位，村民们都有一个愿望，都愿意借此契机将苏曼殊这个文化品牌发扬光大；同时，

也希望借改造将周边环境整治好，服务经济发展。” 
  早在 1995年，我市就将苏曼殊故居周边 30米划定为保护区域，并已经对保护区内宅基地进
行了征收和补偿。而房屋产权仍然归村民所有。简德荣回忆，2006年征收村民住宅时，按当时市
场价，每户补偿标准都在 2000 元/平方米左右。他认为，村民们同心同德，站在集体公共利益看
问题固然是故居改造工程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国家进行了适当的补偿，村民容易接受。 
  如今的苏曼殊故居，经过改造工程的实施，不但故居本身得到了修葺保护，周边的市容卫生

环境、绿化环境也大为改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景点。 
  “苏曼殊故居作为一项文化景点开放，也给本村创造了就业机会。”据简德荣介绍，已经为

故居管理雇请了 5个保安，1个环卫工人，2个讲解员，1个收费员，再加上政府给村里的补贴，
村集体收入每年将有增加。“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苏曼殊故居的模式是否有借鉴作用呢？尚元正表示，村干部带头、村民同心固然重要，但更

重要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政府给出了解决方案。“不让新建，那该怎么建？置换宅基地，怎么

置换？这都需要有说法。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政策引导，故居保护举步维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