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0日，开福寺东路，一栋被拆去屋顶的“苏式仓库”门口野草有一人多高。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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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老粮仓迁移A11

曾经占地广阔，视为地标的“粮一库”，62年后，只剩下了5栋苏式粮仓。
2012年8月在拆房时被叫停。两年后，“粮一库”的保护方案出台：原“粮一库”
5栋仓库只保留其中一栋，另外4栋拆下来的建筑部件将用于修复保留下来
的那栋仓库，而保留下来的这栋仓库也要向街道内迁移。

核心提示

安利创业“潮妹”蜕变成“女神”

父亲经商， 母亲则朝九晚
五地上班，因为圈子不同，时玉
婧的父母关系并不融洽，对她的
关心从小就是不断提要求。 上高
中后，她的父母开始了“冷战”，
她也因成绩起伏而压力倍增。

2007 年高考失利后，18 岁
的时玉婧黯然离家， 远走英国，
独自去面对陌生的国度、语言和
面孔，找寻未来。

读书期间， 时玉婧曾在一
家酒店实习。 因为不懂英国美
食，区分不了几十种芝士，她被
质疑没有工作能力。 倍感委屈的
她，于是经常加班，研究每一种
芝士的味道。 后来，她成了芝士
销售冠军。

2011 年 5 月，她毕业回国。
这时，她的父母也悄然转变———
他们先后辞职，加入了安利。

“我妈妈竟然说嫁给爸爸

很幸福。 ”回家后，时玉婧发现一
切都变了： 父母经常一起学习，
抢做家务活；父亲带她参加了三
次亲子夏令营。

“很多人读书是为了逃避现
实。 ”父母在安利的变化，让时玉
婧找回了人生方向。 她放弃再去
英国读研，选择了在安利创业。

从英国回来时，时玉婧还是
一副“潮妹”形象：一身“90 后”潮
人打扮，身材有些肥胖，说话也夹

着火药味。在拓展客户时，她因为
形象被误解，“经常有人半夜打电
话过来，或者发暧昧短信”。

这让时玉婧很苦恼， 她决
心改变自己。 每天晚上十点结束
工作后， 她都会坚持快走一万
步，半年后瘦身 30多斤。 她也不
再浓妆，飘逸长发剪成了齐肩短
发，潮人打扮换成了职业装。

不爱高富帅，她选了心有灵犀人

外表在改变， 时玉婧的内
心也在成熟。 她重新诠释了“白
富美”：“白”指洁身自好，“富”是
经济和精神独立，“美”需内外兼
修。 也因此，她更看重与另一半
在心灵上的契合度。

她说，“亲手努力获得的幸
福，才安稳踏实。 ”去年 6 月，她
和一个“不高、不富、不帅”的长
沙伢子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并肩
奋斗的日子。

他们相识在安利举办的一
个演讲活动上。 当时，时玉婧是
活动主持，而她的男友是演讲嘉
宾。 几个小时的交流中，他们不
知不觉的走近。

随后他们一起爬岳麓山。
下山到爱晚亭时，他们写下了各
自对未来的期待，十个描述中有
八个相同。 这样的心有灵犀让她
心动不已。 恋爱了四个月以后，
他们领证结婚。

“虽然不高、不富、不帅，也
没有房子，但他懂我。 ”不顾亲友
的反对， 时玉婧坚持了这份感
情。 最近，在安利举办的“湖南省
菁英讲师大赛”上，她在爱人的
鼓励和帮助下， 取得了组别冠
军，她的爱人也在另一组中名列
第二。 对时玉婧而言，她所坚守
的爱情如同她的事业一样，需要
一起携手共度、并为之付出一生
的努力。

时玉婧：不爱高富帅的“气质女神”

“青春有 YOUNG”

第一次和她通话，清脆
温婉的声音，不禁让人微笑
以对。 及至和她见面，一袭
民族风格的连衣裙，配上从
不消失的微笑，顿时让人如
沐春风。

她叫时玉婧。 三年前，
这名字或许不够贴切。 但现
在，人如其名。 一次次的人
生历练如凤凰涅槃，让她在
25 岁的年纪，已拥有一份娴
静从容。

“粮一库”只留一栋，将迁移重建
长沙出台开福区粮一库保护方案：拆除五栋重建一栋，重建粮库将向西北迁移365米

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长沙市开福区
老粮仓粮一库， 在2012年8月拆房时被叫
停。散落的一地砖瓦在等待两年之后，“粮
一库”的保护方案已经出台。

三湘都市报记者日前从长沙市开福
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熊靖安处了解到：“位
于长沙市开福寺路的原‘粮一库’5栋仓库
只保留其中一栋， 另外4栋拆下来的建筑
部件将用于修复保留下来的那栋仓库。而
决定保留下来的这栋仓库也要向街道内
迁移。这叫‘迁移重建’。”

2010年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近日，记者在开福寺东路通过马路北
面的围墙可看到两个完整的仓库屋顶，它
们一侧空出，从围墙外可看到被拆过的建
筑残留物； 另一侧的建筑瓦顶已经被掀
掉。进口处的铁闸门紧锁着，里面没有人。
在马路南面，矮栅门是打开的，内有一栋
仓库，仓库门打开着，正在使用。目前并没
有迁移重建迹象。

熊靖安告诉记者，2003年， 该地块就
被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2008年， 在全国
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人们发现了它独特的
文化价值，“据湖南省文史馆馆员陈先枢
介绍，2008年， 当时有许多政协委员还到
现场对粮一库进行了实地考查，之后建议
将建筑做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
2010年6月，开福寺路原“粮一库”仓库作
为新发现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
筑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2012年8月， 五栋仓库中的一栋屋顶
被施工人员拆掉，区里的文物安全巡视员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到现场进行了制止。
在停工期间，施工方请有资质的文物保护
单位设计了保护方案。

据《粮一库库志》记载，长沙市第一粮
食仓库（简称“粮一库”）始建于1950年，位
于长沙北郊的伍家岭， 习称枫树坪仓库。
作为国家储备粮库，“粮一库”的仓房建设
主要集中在1956年， 老粮库一共有220多
处建筑，其中储粮仓库有77栋，大米加工
厂1栋，饲料加工厂1栋。另外还有2条铁路
专线和6座风雨站台。

记者在文物部门审核通
过的《长沙市第一粮食仓库椭
圆形粮食储备仓迁移保护说
明书》中看到：“长沙市第一粮
食仓库椭圆形粮食储备仓4号
仓位于开福寺路南侧，此次仓
库的异地迁移保护，暂时选择
的文物重建地点位于天健芙
蓉盛世小区西北角，与现存文
物本体的直线距离是365米。”

在“粮一库”准备迁移的
新址内，地面已经平整。该处
经勘测，地质基础稳定，周边
没有沉降带和工业污染区，能
保证文物迁移至此后，通过合
理的保护利用，能够长期稳固
地继续保存下去，能够达到本
次文物迁移保护的目的。

另外， 记者还了解到，原
本施工方打算对“粮一库”进
行整体平移的方式迁移保护。
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对文物

进行迁移保护时，本着最小干
预的原则，尽量选择整体平移
的方式， 以减少对文物的伤
害。

不过，由于此次迁移保护
的粮仓， 全部为砖砌体结构，
体量巨大，地下防潮部分也比
较复杂，平移过程要穿越开福
寺路，要实现整体平移，以目
前国内技术和迁移耗费的资
金而言，极为不现实；况且文
物原本用于仓储，建筑材料单
一，没有彩绘壁画之类，砌筑
的工艺没有特殊的技术含量，
以5栋原仓库的建筑材料复原
一栋，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而
言，拆除重建完全能够达到恢
复文物现状的要求。

熊靖安介绍：“目前因施
工方与粮一库原所有单位还
有未尽事宜，所以粮一库的迁
移保护工作还没启动。”

就长沙市因建设而
被迫迁移异地保护的不
可移动文物的情况，省
文史馆馆员陈先枢说：
“我的印象里好像还没
有哪一个是真正落实到
位了的， 比如开福区西
长街的基督教堂、 北正
街 (二马路) 的基督教
堂、 交通银行旧址以及
坡子街的鸿记钱庄、苏
州会馆。 当时给媒体的
答复都是要异地迁移保
护，到现在为止，好像还
没有一处落实好了的。”

■记者 吴岱霞
实习生杨金平孟乔张苗

“以5栋原仓库的建筑材
料复原一栋” 这样的方案不
知是如何出台的， 又是如何
通过专家评审的。

纵观这几年长沙因“维
修性拆除” 或者“保护性拆
除”而破坏的文物为数不少，
它们有的在与城市建设的博
弈中败下阵来； 有的是抵挡
不了商业利益的诱惑； 有的
是让步于贫困群众居住需求
……历次劫难里，单靠法律、
部门和有限人手监管的手
段， 要么滞后， 要么力度不
足，要么法不责众。

值得注意的是， 广州
2014年2月一方面加大监管
力度， 出台处罚更为严厉的
《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
貌区保护办法》，另一方面着
手收集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特别是编制《广州市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与城市建
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对接，形
成了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的
“三叉戟”。

只有从规划入手， 才是
抓住了文物保护的根子。因
为，规划是顶层设计。城市是
个综合体， 在统筹考虑各方
面需求后形成的规划， 能降
低不同目标之间的冲突。在
一张科学的规划蓝图里面，
各种需求都有了“安身立命
之所”，文物保护能够跟城市
开发、商业利益、居住需求更
和谐地共存， 被侵害的威胁
大大降低。这方法，长沙不妨
一试。 ■记者 吴岱霞

用5栋原仓库的材料复原一栋

长沙还有多处迁移
保护文物未落实

记者手记

还有多少文物
将在城市发展中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