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年“益心”守护 从一幢建筑到一片街区

顾陆忠告诉记者， 虹口

检察院的实践为全市历史保

护建筑的修缮起到了非常积

极的作用。 同时， 他提出，

需完善和扩大宣传《上海历

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条例》， 提高公众对历史建

筑保护法规的认知， 减少因误

解导致的违规行为， 确保保护

工作的有效执行。

黄春华表示， 除此之外，

加大对历史保护建筑的宣传是

重中之重。 不仅要提升公众对

历史保护建筑的爱护意识， 还

可以将历史保护建筑体验与传

统国学教育相结合， 或将建筑

与旅游结合， 进一步增强海派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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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守护 在日常烟火里留下历史记忆
虹口检察院“益心”守护“文化三地” 打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上海样本”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虹口区溧阳路上， 坐落着建

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花园洋

房， 它们与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林

荫道相互辉映， 让这条不大的溧

阳路承载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见证

与人文传承。

199 处不可移动文物、 2 片完整的历史文

化风貌区、 98 处优秀历史建筑……有着如此

多红色地标和历史建筑的虹口区， 被习近平

总书记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 先进文化策

源地、 文化名人聚集地”。

在这样一个拥有独特历史记忆的“文化

三地”， 如何发挥检察职能承担守护历史文化

的责任， 以检察力量守护“文化三地”？ 在探

索的过程中， 又如何将“虹口实践” 拓展到

全市甚至全国？

近日， 记者跟随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的脚步， 来到溧阳路花园洋房， 探寻优秀

历史建筑公益诉讼背后的故事……

“第一次到现场， 发现外

面正搭着脚手架施工。” 虹口

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助理

解璇告诉记者， 当时接到线

索， 被告知洋房的外立面因为

年久失修， 一些砖墙存在部分

脱落和漏水的现象， 产权人在

进行外立面修缮。

“此次修缮， 未依法委托

具有资质的专业设计、 施工单

位实施， 未将设计、 施工方案

事先报送房屋管理部门， 不符

合规定。” 解璇表示， 与常规

的房屋装修不同， 根据《上海

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条例》， 对现有优秀历史

建筑进行修缮改造时， 应当保

持或者恢复其历史文化风貌，

并且修缮应当符合建筑保护要

求以及优秀历史建筑相关技术

规定。 “产权人对墙面满批后

再勾画砖缝， 是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所不允许的。” 解璇说。

据悉 ， 2020 年出台的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 明确将优秀历史

建筑保护纳入公益诉讼办案范

围。

今年 3 月， 虹口检察院对

溧阳路花园洋房存在的受损情

况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公

告， 全面调查取证， 瞄准问题

症结， 剖析原因， 明确产权人

作为保护责任人， 应当履行相

应民事责任， 承担修缮义务。

解璇告诉记者： “经与产权人

磋商， 达成磋商协议， 产权人

愿意承担责任， 积极履行修复

义务。”

在跟进监督的过程中， 虹

口检察院邀请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专家进行现场评估， 当场和

产权方进一步明确了修缮责

任， 要求后续修缮必须按照优

秀历史建筑的具体保护要求及

技术标准开展， 产权方表示会

积极整改。

记者了解到， 针对优秀历

史建筑使用人、 所有人、 经营

管理单位未依法履行保护职

责， 检察机关以新修订的《上

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

筑保护条例》 为依据， 对不同

类型保护责任人开展系列监

督。

“如果是商业性质的历史

保护建筑， 一般会租赁给使用

者。 租赁下来以后， 就存在着

租赁期限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大

量建筑修缮资金的投入问题，

那么就要考虑投入跟产出之间

的关系了。” 上海市历史建筑

保护修缮 （改造） 专家顾陆忠

告诉记者。

对此， 在 2024 年上海两

会中， 上海市政协委员、 上海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黄春

华曾提出建议： 拓宽资金渠道

提升修缮意愿， 政府可搭建平

台， 引进社会资本， 鼓励私有

产权人将文物建筑交由第三方

进行运营管理， 为确保文物建

筑得到有效保护， 对第三方和

相关的文物建筑应建立长效监

管机制， 促进行业有序竞争。

“虹口区有各级不可移动

文物 199 处、 2 片完整的历史

文化风貌区、 47 个风貌保护

街坊、 19 条风貌保护道路、

98 处优秀历史建筑。” 作为上

海市首例优秀历史建筑保护领

域公益诉讼案的负责人———虹

口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刘

庆， 从“德邻公寓” 案开始，

就一直带领公益诉讼团队在历

史建筑保护领域深耕， 如今已

走过 7 个年头， “我们感觉肩

上的责任更重了。”

7 年， 公益检察官的脚步

从一幢幢建筑走向了历史文化

街区。

山阴路片区有着大量对鲁

迅、 瞿秋白、 郭沫若、 茅盾等

文化名人、 红色文化精神的挖

掘和彰显， 而且该区域居住类

型最为丰富、 烟火气最为生

动、 居住密度高。

当“历史老建筑” 遇到

“人间烟火气”， 如何平衡建筑

保护和留住人间烟火之间的关

系？ 如何推动风貌修缮， 保存

珍贵历史人文记忆？

顾陆忠认为， 面对历史保

护建筑， 尤其是居住类里弄建

筑， 历史原因往往存在“七十

二家房客” 现象， 保护难度

大， 居住环境差， 可以采取分

类保护， “确保重点保护部位

不再遭损坏， 对居住条件差的

建筑可考虑征收改造， 有利于

恢复历史居住环境， 提升房屋

的社会、 使用和经济价值”，

更好实施保护。

对此， 黄春华也表示， 对

优秀历史建筑实行分类保护，

有的原汁原味全部保留， 或根

据建筑实际情况部分保留； 有

的可采用转移保留， 把有价值的

建筑构件和场景元素， 拆移到其

他地点集中规划布置。

公益检察官对山阴路历史文

化街区开展调查取证， 在深挖细

掘中厘清各主体保护职责和相应

主体监管责任。 “公益监督聚焦

具体历史建筑在生活使用和修缮

改造等城市‘微更新’ 中的破坏

问题， 并延伸至风貌区整体保

护。” 虹口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

检察长王洋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 去年共整改拆

除违法改扩建 50 余处， 保护历

史建筑 1 万余平方米， 整改消防

安全隐患 50 余处。

“我们依托‘川北立法联系

点虹口检察院工作室’ 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 将检察建议转化为

关于提升历史风貌区功能与品质

的代表建议。” 刘庆告诉记者。

近年来， 虹口检察院办理

涉优秀历史建筑及历史风貌区

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20 余件，

其中“山阴路历史风貌区保护

案” 获评市级典型案例， 为新

修改的《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建立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

制度提供了实践样本。 办理的

“德邻公寓案” 获评最高检典

型案例， 为市人大常委会将历

史建筑保护纳入公益诉讼地方

性立法提供“虹口实践”。

针对个案办理过程中发现

的历史建筑公私产权交织、 保

护责任不明、 历史文化街区管

理单位与行政监管部门之间存

在信息壁垒且协作联动不充分

等问题， 虹口检察院创新保护

管理模式， 联合虹口区房管、

文旅、 城管等七部门签订《关

于加强本区优秀历史建筑公房

管理协作配合工作的意见》。

同时， 虹口检察院依托与

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建立的信息

共享机制， 在办案实践中逐步

探索、 开发、 运用历史风貌区

和优秀历史建筑损害发现公益

诉讼类案监督模型。

“该模型在办案实践中已

取得较好效果， 现已上架最高检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推广运

用。” 解璇告诉记者。

近日， 记者获悉， 虹口检察

院打造了服务保障“文化三地”

建设的“益心护文” 品牌， 同时

制定《服务保障虹口区“文化三

地”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

案》。 该方案致力于坚持新旧融

合， 助推海派文化创新发展， 提

出通过个案办理， 以点带面， 实

现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共融。 同

时采用行政和民事两种公益诉讼

方式保护历史建筑， 积极督促产

权人履行修缮义务。

打造“虹口实践” 助推海派文化创新发展

完善修法 加大普法宣传提升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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