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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建发〔2024〕53 号

关于印发《淄博市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准入正负面清单

（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有

关部门、单位：

按照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立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准入正负面清单（试行）制度的通知》

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城市管理局四部门联合印发《淄博市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准入正负面清单（试

淄 博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淄 博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淄 博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淄 博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文件



— 2 —

行）》，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淄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         淄博市城市管理局

      2024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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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活化利用
项目准入正负面清单（试行）

为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促进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助力城市有机更新，优化营商环境，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淄博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活化

利用正负面清单。具体内容如下：

一、总体要求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城乡建设中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相关要求，鼓励支持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进行活化利用，应注重保护价值要素和整体风貌，禁止大拆大

建、过度商业开发、突破安全底线等行为。丰富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功能业态，有机融入现代生产生活，焕发

历史城区发展活力，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

本清单适用于淄博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活化利用活动。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的文物保

护单位、地下文物埋藏区、工业遗产等其他历史文化遗产在符

合保护规划的前提下，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保护。

二、活化利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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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优先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应

以保护历史价值要素和整体风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前提，应优先延续原有使用功能，尽可能展示和发挥历史价

值。

2.合理利用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应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保护方案及其他要求确定，不应影响

周边环境安全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做到合法合规、适

度利用，以用促保。

3.分类管理的原则。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应根据历史建筑保

护类别，并结合建筑自身特点和周边区域的功能定位进行分类

确定，在符合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开展多样化使用。

4.共治共享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应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有机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三、活化利用正面清单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过程中，鼓励有利于保

护价值要素、提升文化功能以及推动城市活力的行为活动。

1.鼓励政府与产权人采取减免租金、优化租赁政策等方式，

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

2.鼓励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依法以房屋、

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形式参与活化利用，并享受合理收益。

3.鼓励企业、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收购、捐赠、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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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委托经营、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街区、历

史建筑的活化利用。

4.鼓励建设单位对历史建筑运用传统建筑手法、技艺、材质

和符号，延续建筑和城市特色风貌，研究应用有效的新材料、

新技术更好地保护历史建筑。

5.鼓励历史建筑产权人（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对历史

建筑及周边环境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工作，对建筑关键部位的结

构安全进行动态监测，及时采取加固修缮措施，消除结构安全

隐患。

6.鼓励在有条件的历史建筑内设置简易、隐藏式的室内消防

设施，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以及简易喷

淋设施、智能消防水炮、自动隐藏式挡烟垂壁等自动灭火设施。

7.鼓励企业、单位和个人等共同参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

筑应急力量建设，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综合运用人防、物防、

技防等手段，提高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8.鼓励在视觉、触觉、听觉上营造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

筑的多维度感知，尤其注重保留教堂钟声等有代表性的声景。

9.鼓励绿化与公共空间营造相结合，提升历史文化街区绿化

品质，结合风貌特点，采用分散、多点、小规模的布局形式；

基于日常使用需求合理设置城市家具、公共艺术等，提升历史

文化街区环境品质。

10.鼓励企业、高校等机构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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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对与历史

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有关的历史事件、典故和传统艺术、民俗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展示，促进文旅商相融合。

11.鼓励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引入具有淄博特色的多

元化业态，对其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在符合保护要求的基础上，

国有、公共类历史建筑应对公众开放，实现其社会效益；引入

文化创意、知识创新、商务金融等业态，如设计事务所、研究

所、工作室等；鼓励设为博物馆、陈列馆、艺术馆、乡土文化

馆和专题文化活动中心等文化场所；用作旅游休闲服务场所，

如民宿、客栈、茶社、特色餐饮和游客服务中心等。

四、活化利用负面清单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应当保护优先、适度利

用，注重整体风貌保护，延续历史文脉，并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禁止严重影响价值要素保护、周边环

境或安全风险较高的行为活动。活化利用负面清单包括禁止性

条款和控制引导性条款。

（一）禁止性条款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过程中，禁止进行下列

活动：

1.禁止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2.禁止违背群众意愿，搬空原住居民进行商业性开发。

3.禁止占用或破坏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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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得设置遮挡轴线和对景视线范围内界面的招牌、指示牌。

5.禁止历史文化街区布置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修建生产、储

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商店、作

坊、工厂、仓库等场所。

6.禁止涂改或损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标志。

7.禁止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布置破坏建筑外观和景观

环境的标志牌、户外广告牌、招牌、空调室外机等设施。

8.禁止历史建筑内生产、存储、经营易燃、易爆、腐蚀性、

放射性的物品。

9.禁止破坏历史建筑的天井、庭院、排水沟、室外道路原有

铺装的构造做法。

10.历史建筑内不应采用燃气红外线辐射方式供暖；有明火

的厨房不应设置在顶面或地面为木楼盖的建筑内。

11.木结构的历史建筑不应影响地震作用下主体结构预期的

屈服耗能机制进行抗倒塌加固。

12.历史建筑进行加固设计时，不得将其安全鉴定报告直接

用于施工。

13.历史建筑不得采用砂浆替代保温板的方式对其屋面进行

加固修缮。

1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内

擅自进行的活动或从事的经营项目。

（二）控制引导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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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过程中，对下列行为活

动进行控制引导，主要涉及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历史

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历史建筑三个层面，具体要求如下。

1.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控制引导

（1）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与历

史风貌协调。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保护主管部门、文

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2）铺设市政工程管线：应优先采用地下敷设方式，因受

条件限制确需采用架空或沿墙敷设方式的，应进行隐蔽和美化

处理。在狭窄地段敷设管线，无法满足相关规范的安全间距要

求时，应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等变通的工程措施，满足管线安

全运营管理要求。

（3）改变园林绿地、河湖水系：应保护其传统格局、历史

风貌和历史建筑，制订保护方案，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办理相关手续。

（4）影视摄制、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应保护其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制订保护方案，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5）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

批准，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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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6）设置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

标准和规范设置。确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

和规范设置的，由消防救援机构会同同级保护主管部门制订相

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2.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控制引导

（1）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保

护规划建设控制要求，其高度、体量、色彩、肌理等应与核心

保护范围内的历史风貌协调，不得对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

破坏性影响，不得危及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安全。

（2）新建、扩建、改建道路：保护历史城区道路路网格局

和骨架，保护历史风貌道路形成的街道空间形态和尺度关系，

保持其原有的位置、线型、走向、起伏地形、尺度等，不得破

坏街区传统格局和历史文化风貌。

3.历史建筑控制引导

（1）历史建筑进行原址保护、异地保护和拆除以及预保护

等的行为活动，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进行原址保护的：因建设工程选址实施原址保护的，建

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报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

主管部门批准。

②进行异地保护和拆除的：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

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由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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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主管部门批准，报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省文物主

管部门批准。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建设单位应当做好建筑的

详细测绘、信息记录和档案资料保存，并及时报送保护主管部

门。

③实行预保护的：对列入历史建筑初选名单的建筑物、构

筑物，市、区（县）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建筑物、构筑

物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预保护期限最长为一年，在

预保护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拆除预保护对象，预

保护期满后，预保护措施自行失效。

④施工中发现新保护内容的：发现可能有保护价值而尚未

认定为历史建筑的建筑物、构筑物，建设单位应当暂时停止施

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立即向区（县）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发现新的价值要素时，由设计单位牵头制定相应的价值要素保

护方案，新发现的老物件、有价值的构件，务必做到能用尽用，

因故不能使用的，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展示。

（2）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工程，应坚持不改变原状、安全可

靠、技术合理、保证质量的原则。修缮中尽可能减少对历史原

状的干预，凡是近期没有重大危险的历史原状部分，除日常保

养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

②历史建筑进行保护修缮时，首先要认真梳理项目的价值

要素，编制保护修缮设计方案和价值要素保护施工方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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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保护施工方案经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后，报保护主

管部门存档后按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3）历史建筑进行更新改造，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历史建筑的更新改造工程，应先进行建筑安全风险评估

和建筑保护分级评估，结合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要求，编制《更

新改造设计方案》，按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②历史建筑更新改造应进行火灾数值模拟分析，火灾危险

等级高的历史建筑还应进行实体试验验证，通过消防设计审查

和消防验收。对于不能符合国家现行的消防技术标准规范的安

全问题，采取合理可行的弥补性建筑防火技术措施，保证建筑

消防安全。

③历史建筑更新改造应进行承载能力加固和抗震能力加固，

以国家现行建筑结构标准规范为基础，采用既保证建筑结构安

全又充分体现历史风貌的结构加固技术措施，减少对原建筑结

构的损伤、更换或拆除，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结构构件。

（4）历史建筑在日常使用中，进行日常维护与预防性保护，

主要包含以下方面和要求：

①及时清除屋面杂物；检查屋面构件，发现个别残损、缺

失应及时更换、添配，发现屋面局部渗漏应及时维修。

②检查门、窗等，发现松动、脱落应及时修整紧固。

③检查建筑地面铺装，发现个别歪闪、移位、缺失，应及

时归安、添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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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检查建筑内外排水系统，清除泄水口周围杂物垃圾，疏

通天沟及明暗排水沟，更换破损构件。

⑤梁柱、墙体突发局部歪闪、下沉等险情时，应安排专业

技术人员或在其指导下进行必要的简易支顶加固，并增挂危险

警示标志；加固后，应加强巡视检查和监测，若险情加重，应

及时上报主管部门，采取进一步专项措施。

    本清单自 2024 年 12 月 20 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20 日。

  信息公开属性：此件主动公开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