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发
凤阳明中都鼓楼瓦片脱落

5月19日晚，网上流传多条“凤阳鼓
楼塌了”的视频。从视频可以看到，凤阳
鼓楼楼顶瓦片层突然大面积呈“瀑布式”
滑落，随后出现大量烟尘。“昨天有大风，
今天的风确实不大。”据接受媒体现场采
访的附近商户称，最多的是顶层的瓦片
脱落下来，砸到二层和楼下，鼓楼的主体
建筑没有坍塌。

5月19日20时42分，凤阳县文化
和旅游局发布通报称：5月19日下午6
时30分许，凤阳县鼓楼楼宇（1995年重
建）顶部一侧瓦片部分脱落，无人员伤
亡。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5月19日正值中国旅游日，该事件
迅速引发关注，并登上热搜。

5月20日8时49分，凤阳县文化和
旅游局再次发布通报称：事件发生后，凤
阳县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迅速疏散
现场围观群众，设置安全硬隔离区域，确
保周边群众安全。凤阳县委、县政府已
成立调查组，责令项目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赶赴现场，并邀请相关专家
开展调查核实。截至5月19日23时，现
场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已安装完成，其他
有关工作正有序推进中。

公开资料显示，明中都鼓楼，位于凤
阳县老城区，又称中都谯楼，始建于明洪
武八年（1375年），由台基和楼宇两部分
组成。台基南北长72米，东西宽34.25
米，高15.8米，是中国最大的鼓楼台基。
楼宇部分毁于清咸丰三年，台基于1989
年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
存楼宇于1995年重建。

探访
去年因漏水维修换了瓦片

5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到凤阳县
鼓楼现场探访，看到鼓楼四周已全部
被围挡起来。附近居民告诉记者，鼓
楼去年因漏水重新做的防水，并更换
了瓦片。

记者在现场看到，凤阳县鼓楼坐西
朝东，东侧最顶上的瓦片几乎全部脱落，
下层瓦片也被最顶上脱落的瓦片砸落，
四周已全部被围挡了起来，有民警在现
场维持秩序。记者注意到，鼓楼周边聚

集了不少居民，大家都对这一突发情况
感到很意外。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在围
挡上面张贴着“安全提醒”：“鼓楼屋顶瓦
片脱落，为保安全请勿靠近。”

“刚开始是个别的瓦掉落，后来一整
片全部砸下来了，大概持续了几分钟，幸
亏没有伤到人。”据附近居民回忆，该楼
宇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瓦片掉落的情
况，没想到瓦片更换了才一年，竟然出现
了大面积瓦片脱落的情况。“去年因为里
面漏水，重新做了防水，更换了瓦片。事
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很快拉起了警戒线，
现在的围挡是夜间搞起来的。”

据了解，凤阳县鼓楼东侧是一个大
型露天广场，是附近居民休闲活动的一
个好去处。“当时这边上有不少人，有跳
广场舞的，有下棋的，看到有瓦片掉落，
大家都赶紧往外跑。”有目击者称，伴随
着瓦片脱落，现场还扬起了很大的尘土。

质疑
维修监管是否有问题？

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通报称，2017
年以来，鼓楼楼宇零星出现屋顶部分瓦
片脱落、檐板损毁。2023年2月，因损
毁情况加重，存在安全隐患，启动鼓楼楼
宇维修项目。2023年5月，通过公开招
标，确定了项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2023年9月进场施工，2024年
3月竣工验收。

也就是说，维修工程竣工验收至今
才一年多，就发生了此次楼顶瓦片脱落
事件。

据公开资料，凤阳大明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发布该
楼宇的维修招标公告，由黄山市徽州中
亚建筑安装古典园林有限公司中标。维
修合同中资金数额为341.206万元，质
量要求是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国家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不少网民质疑，该维修工程是否存
在偷工减料或监管漏洞？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黎伟 视觉 曹冬 秦刚 校审 曹珂0707 看天下

花了近300万维修
为何一年就出事

安徽凤阳明代中都鼓楼顶部一侧瓦片“瀑布式”脱落

5月19日，安徽省凤阳县明
代中都鼓楼顶部一侧瓦片部分脱
落，迅速引发公众关注。网民很
快扒出：该鼓楼于去年完成维修，
竣工验收至今才一年多。由此引
发网民质疑：为什么鼓楼刚修好
就出问题？

记者从凤阳县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处获悉，针对此事，安徽省文
物局也已经介入。

凤阳文旅局长回应鼓楼瓦片脱落

施工经费用在何处？
是否是工程质量问题？

20日下午，央广网记者就公众关心的
一系列问题，独家采访了凤阳县文化和旅
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卢德永。

为何竣工仅1年零2个月即出现瓦
片脱落？是否与施工质量有关？

卢德永介绍，鼓楼原楼宇部分已毁于
清咸丰三年，现楼宇为1995年建设，此后
未进行大面积修缮，“2017年初开始，楼宇
顶部瓦片开始零星脱落。2023年，脱落情
况加重，所以就启动招标进行专项修缮，并
于2024年3月重新开放。”

但是，仅仅9个月后，同年12月，无人
机巡检时发现楼宇顶部南北向出现裂缝。
第三方检测机构评估后要求施工单位进行
修补，当时的结论是“没有整体滑动现象”。

对于此次事故原因，卢德永表示：“据
气象部门监测，昨天一天的温差高达20℃
（最低 17℃/最高 37℃），这种情况比较罕
见。当然，不知道是否和这个因素有关，我
们把这条信息也反映给了专家组。”

网传300万元的招标资金使用是
否合理？

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情况通报
称，2023年5月，当地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了鼓楼楼宇维修项目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2023年9月进场施工，2024年
3月竣工验收。

记者在网上查询到一份《凤阳县明中
都鼓楼楼宇维修履约信息》，时间为2024
年3月18日，发布部门为凤阳大明旅游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名称为黄山市徽
州中亚建筑安装古典园林有限公司，交易
项目名称为凤阳县明中都鼓楼楼宇维修，
合同金额为3412057.080000元，合同结
算金额为2902300.000000元。

卢德永告诉记者，施工单位确系上述
公司，网传“300万招标”实为当时鼓楼的
修缮费用，主要用于瓦片、檩条以及二楼木
栏杆的修缮，增加防水层、钢筋网、水泥砂
浆层等，还包括脚手架搭建等花费，“这些
都是公开信息，网上也都能搜到。至于是
否是工程质量问题，需要专家的论证。”

鼓楼楼宇是否属于文物，造成的
损失有多大？

“几百年的文物就这么损毁了，太可惜
了！”不少网友发出惋惜的声音。

对此，卢德永表示，鼓楼由台基和楼宇
两部分组成，台基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楼宇部分其实是1995年建设
的现代建筑，不属于文物本体，采用的是钢
筋混凝土结构。”

“日常一两个月都会有例行巡检，最近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卢德永说，“等待调查
结果出来，会给公众一个完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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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部分是“假古董”？
1995年获省文物局
批准复建

有消息称，安徽凤阳鼓楼
的楼宇部分并不是文物，而是
1995年未经批复，就违规复建
的“假古董”，采用的是钢筋混
凝土结构。

20日，凤阳县文化和旅游
局党组书记、局长卢德永对记
者表示，凤阳县相关部门于
1995年向安徽省文物局申请复
建，得到了批准回复，凤阳鼓楼
不是违建。对于鼓楼复建是否
通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卢德
永表示，因为是省级文保，只需
通过省级批复，“调查组后续会
发布详细通报”。

文物保护要重视维护

有网民认为，凤阳鼓楼瓦
片脱落事件不仅是单一安全事
故，更是对古建保护体系的一
次压力测试，需要在历史传承
与现代治理中找到平衡点。

一位去过凤阳鼓楼的网民
表示，曾细细看过鼓楼的包砖，
比较凌乱，应当是在县城内各处
收集所得。而且因为游客可以
靠近，所以刻画累累。现在各地
文物保护困难的地方在于，随着
财政吃紧，文保拨款大受影响，
人员工资也好，日常管护也好，
尤其古建以及田野文物的保护
可能会有个困难时期。

更有网民认为，去年鼓楼
才完成修复工程，如今却发生
这样的状况，难免让人质疑修
缮质量，也凸显了古建筑保护
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不仅是
对一处古建筑的伤害，更是文
化遗产的一次危机警示。

古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
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精神，保
护好它们是我们的责任。一定
要加强对古建筑的日常维护和
监测，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方
案，加大对古建筑保护的投入
和重视程度，让这些珍贵的历
史遗迹能够长久留存，继续传
承文化记忆。
综合现代快报、央视、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