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外有田屋后山，日中影盖夜光
斜。稚子拾果翁炊火，青烟未尽半生过。”
今年54岁的李四文在天元区群丰镇80余
亩的紫薇山庄，写下这首诗聊记半生。

山庄里伫立着几幢古建筑，不少古
树名木点缀其中，小桥流水，清幽静溢。
要不是偶尔闯进来的汽车声，身在其中
的人们还真以为穿越到了古代。

从事建筑行业的李四文，同时也是
一位“古建筑痴人”，他花了 30 多年的时
间，在全国各地收集了30多套古建筑，存
放在山庄里。如今，跟上乡村振兴的步
伐，李四文带着这些无价之宝与天元区
石三门响福里古建文化博览园项目结
缘，通过这种方式让古建筑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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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地址1：株洲晚报一楼大厅（新闻路18号）电话：13381030311(王经理)
公交路线：T40、T61、T28到株洲日报社下车。
收购地址2：朗延欢朋酒店7023室（长江广场保利大厦A座）电话：13966556007(张经理)
公交路线：T45、T59、T62、T66、T69到长江广场北口下车。

活动时间：6月11日至6月18日（全天不休）

2019年：2500元
2018年：2550元
2017年：2600元
2016年：2750元
2015年：2850元
2014年：2950元
2013年：3050元
2012年：3150元
2011年：3250元
2010年：3600元
2009年：3800元
2008年：4200元

2007年：4400元
2006年：4600元
2005年：4700元
2004年：4800元
2003年：5600元
2002年：5700元
2001年：5800元
2000年：6800元
1999年：7800元
1998年：7900元
1997年：8000元
1996年：10000元

1995年：15800元
1994年：16000元
1993年：16100元
1992年：16300元
1991年：16800元
1990年：17300元
1989年：19400元
1988年：19900元
1987年：21400元
1986年：22500元
1985年：23000元
1984年以前的价格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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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瓶陈年老酒价值可不一般，全城寻找老茅台酒，快找找你家有没有？

北京老酒收藏（株洲站）征集收购
老酒挥发难保存，及时变现不吃亏，只要你有好酒，价格好商量，请把握好本次收购机会!
2021年6月11日至18日在株洲晚报一楼大厅（新闻路18号）开展陈年老酒

免费评估活动。本次活动对市民有意向变现的老酒进行现金收购。
此次活动由专业人士免费为市民评估不同年代的老酒，市民对酒的保存意识

不强，经多年的自然挥发，导致手中的藏酒失去了收藏价值，本次活动将是收藏爱
好者评估酒品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普及老酒收藏的专业知识。如果保存不当，
会出现漏酒破损现象，品相得到破坏，价值随之丧失，特此来株洲免费为市民鉴
定、评估予以收购，同时将本着公开公正，价格合理方式，将尊重个人意愿经双方
同意后现金交易。（路远或不方便来的，可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征集范围
茅台酒、五

粮液、泸州老窖、
汾酒、郎酒、董
酒、虎骨酒、安宫
牛黄丸、阿胶、虫
草、钱币等。

“我只是30多幢古建
筑的临时保管员”

酒香不怕巷子深，李
四文收集的古建筑在业界
影响力很高。去年 11 月，
李四文“带着”他的古建筑
与石三门响福里古建文化
博览园项目结缘。

“我只是 30 多幢古建
筑的临时保管员。”李四文
说，养在深闺，不如惊艳四
座，收购古建筑的初心就
是想让古建筑为这座工业
城市沉淀些许故事。

“紫薇山庄现有名贵
花木、部分古建筑将会迁
移到石三门现代农业公
园，进行修复，建设成为艺
术馆、体验馆、古建民宿、
道路及园林景观等。”李四
文说，特别是清华美院院
长鲁晓波将带来艺术工作
室团队，让古建文化博览
园更有生命力。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
面积约81.17亩，计划移建
艺术馆1幢，精品古建筑5
幢，总建筑面积约 5096 平
方米，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围绕鲁晓波艺术
馆进行深度打造，形成独
具特色，极具影响力的区
域特色地标；第二阶段充
分挖掘、复原、注入、提升
当地历史人文内涵，通过
牌坊、门楼、古宅、广场等
核心景观，形成完整的古
镇风貌与氛围，打造成中
国古建文化第一园。

李四文很激动，因为
他收集的这些“无价之宝”
有了更好的归宿。

“为了留住先人的印记，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勤劳”

他花30多年收集了30多套古建筑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媛

说是痴人，一点也不为过。李四文
说：“给我一张古建筑的照片，我一眼就
能准确地看出这是出自哪个朝代，出自
哪个地域。”

为练就这双“火眼金睛”，李四文寻
遍全国各地古建筑，拜访这方面的专家
学者，寻找当地关于古建筑的故事。“每
每看到一些古建筑被糟蹋或被沦为柴
火、朽木，我就非常心痛！”李四文说。
他很想留住先人的些许印记，让后来人
还能切身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勤劳。

2012 年，李四文在江西考察时，被

一栋非常破旧的明代建筑吸引。“当时，
里面住着一对农民老夫妻，一贫如洗。
我想，我要是将古建筑买下来，也能为
他们减轻生活负担。”李四文说。

但事与愿违。三顾老夫妻家之后，
李四文都没能成功买下来。在李四文
离开之前，男主人长叹一声：“再穷，我
也不能卖掉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呀！”
李四文被怔住了，一个农民有这样的境
界，让他汗颜，同时，也让他庆幸，庆幸
这幢古建筑有一个好的主人。

可是，2014 年，李四文在江西寻访

到的一幢古建筑就没这么幸运。
在与房东签订买卖合同，一个礼拜

后，李四文来收房子。见到的却是一片
灰烬，李四文痛心疾首，询问才知，由于
古建筑的产权分配不均，房东将房子付
之一炬。

如今，人们保护古建筑的意识提高
了不少，政府也有所作为。李四文说，
安徽黄山市政府就出台了“谁动谁判
刑”的保护古建筑政策，“毕竟，个人的
力量太单薄了。”

破旧的古建筑被买下来了，只是万
里长征的第一步。古建筑的拆、运、重
装、修复、设计等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
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李四
文沉浸在此。

2004 年，在安徽宏村，李四文“相
中”了一幢古建筑，是清朝早期的一
幢小官厅，被遗落在巷子深处，长满
杂草和青苔。但依然清晰可见的徽
派 建 筑 迷 人 制 式 ，让 李 四 文 挪 不 开
眼。

经过一番商议，李四文最终以30万
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光拆房子，我和当
地的匠人师傅们就花了一个半月的时
间。”李四文回忆说，“为了避免拆除时
破损，工人师傅们只能像蚂蚁搬家一
样，一点一点地慢慢拆。”

小到一块雀替，大到一根梁，小官
厅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编号。李四
文说：“共编了 500 多个号，重装的时
候，如果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

“重装的过程最令人兴奋！”李四文

说，这就像在和古建筑聊天，总会有意
想不到的期待和收获。

为了能够完好无损地重现小官厅
的风采，李四文从当地聘请了木工、砖
工、瓦工等20多名技术人员，花了整整
10 个月的时间重装和修复。“我们每天
吃住在一起，讨论着，这一根梁需要如
何修补，那一块石板需要怎样打磨，这
个雕花需要补什么样的漆，那个角落
缺什么韵味……”李四文回忆着当时的
场景。

“想留住先人的些许印记”

“与古建筑聊天，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期待和收获”

▲李四文醉心于收集古建筑。 记者 张媛 摄

六旬老人走失
警民助其回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毅 通讯员 刘瑜涛 刘林真）6 月 8
日，醴陵市王仙镇李山村妇联主席杨
菊花的微信上，收到村民发来的两张
照片，称“图中老人不是本村人，可能
是走失了”。随后，杨菊花将该信息转
发，配合当地派出所民警，成功为老人
找到家人并将其送回家。

“上午 11 点半了，正准备回家吃
饭，看到一位老人在村里乱走。”村民
李仁秋回忆称，她见老人十分眼生，而
临近中午，室外气温高，便叫老人到家
中休息，同时拍了图片在微信上发给
杨菊花。“老人并不太爱说话，精神状
态比较恍惚。”李仁秋说。

杨菊花将图片发到多个微信群，
寻求更多人帮助。约30分钟后，微信
群内有人回复表示认识老人。随后，
杨菊花将老人送至当地派出所，在群
友帮助下，与老人的儿子取得了联系。

杨菊花介绍，走失的老人名叫曾
春桃，今年65岁，家住浦口镇荷花村，
患有老年痴呆。考虑到老人年事已
高，当天下午3时，派出所民警主动将
老人送回家。

19年前“搭救”的小男孩
你还好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昨天上午，市民颜先生来到报
社，跟记者讲述了一件事，希望看看
19 年前“解救”过的一个小男孩。这
是怎么回事？

颜先生今年 59 岁了，经营生意，
家庭条件不错，两个儿子都已在株洲
成家立业。“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经常会回想起当年的这件事，所以找
到了你们。”颜先生对记者说，希望通
过晚报实现他的愿望。

颜先生说，2002年5月2日，他路
过人民路火车站路段时，看到一位中
年妇女牵着一个小男孩在路上走。小
男孩三四岁的样子，哭个不停，嘴里不
停地喊着妈妈。

“你和这小朋友什么关系，为什么
小孩子一直哭？”颜先生上前拦住了中
年妇女。疑惑的是，小男孩一直不敢
说话，中年妇女居然跑离了现场。

“估计是‘拐’小孩的。”颜先生说，
他买了些东西给小男孩子吃，并将小
男孩送到了附近的建设路派出所。在
派出所，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第二天，担心小男孩是否安然找
到父母的颜先生特地赶到了派出所，
希望看看小男孩。派出所民警告知，
小男孩已经被父母领走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想看这
个小男孩呢？”记者问。颜先生说，当
年能够与这个小男孩碰面，是一种缘
分，现在就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如果你有相关线索，可以帮颜先
生实现这个愿望，请拨打本报热线
28829110。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圆）“最近那个‘XX 酒’又出来
扔东西了，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了！”近日，家住天元区紫竹茗园
小区的居民在社区群里反映情
况，言语间满是愤懑。

紫竹茗园小区的住户多次向
泰山路街道湘紫社区网格员宾蔚
反映，紧挨马路的一高层住宅最
近接连出现高空抛物的情况，所
抛物品包括酒瓶、饭盒、玻璃杯
等，严重时甚至将楼下的汽车玻
璃都砸破，十分危险，若是砸中行
人，后果不堪设想，过路的居民对
此都胆战心惊。

在紫竹茗园小区沿街门面经

营一家花店的黄女士说：“这几年
做生意，我是有苦难言！每次出
门我都必须小心翼翼，出门前还
要戴上头盔，因为在此之前，我下
班准备骑车回家，一个酒瓶突然
从天上砸下来，掉在我前面，当时
我都吓傻了。”

宾蔚了解到情况后，进行了走
访调查，发现这里的高空抛物现象
从去年就有发生，因为经常扔下来
的是某品牌的小酒瓶，居民们戏称
抛物者为“XX酒”。“据我们调查发
现，高空抛物的情况去年还只是偶
尔发生，但是最近两个月特别频
繁，小区物业张贴了公告，社区工
作人员也在小区群里进行了劝导，

但抛物者仍然我行我素。”宾蔚说，
现在弄得整个小区人心惶惶，都迫
切希望各部门能尽早破案，避免发
生更严重的后果。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宾蔚
陪同居民前往派出所报警，但是
因为这个附近没有安装监控，一
直都没有找到这个“XX酒”。

本月初，警方又接到了小区
居民报警，这次居民带来了一个
完整的酒瓶，通过侦查，发现上面
有指纹。警方根据抛出物品的落
点及居民提供的被抛出的废弃
物，大致确定了高空抛物最有可
能的单元，并带着废弃物到社区，
共同商量解决办法。

2017 年，侯先生在荷塘区云
海世纪城后方一路段租用了一间
店铺，用来开电动车维修店。去年
年底，该店左侧空地施划停车位，
因商铺面积小，不足以停放三轮车
等大型电动车，因而他便占用这个
停车位，用来停放和维修车辆。

“今年年初，城管执法人员
称，因我违法停车，店铺停在停车
位的车辆将被依法拖走。”侯先生

很纳闷，好端端的停车位为啥不
能停车？即便他占用停车位，那
也不该扣上“违法停车”的头衔。

6月9日，记者就此事向荷塘
区城管局咨询。工作人员称，区
城管局未在该路段施划停车位，
可能是路段辖区的月塘街道办事
处城管办所为。

月塘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
宣传统战委员肖锟则表示，办事处

施划的停车位，白色线框中设有箭
头指示方向，而云海世纪城无名路
段停车位中未有该标识。因而，该
停车位非月塘街道办事处设置。

侯先生坚称施划停车位是城
管所为。同时，侯先生邻居陈某、
郭某二人也证实，车位施划过程
中，出现过社区及城管人员。但
文化路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
对此事并不知情。

本报讯（株洲晚报
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

“摩托车停在施划好的
停车位中也被罚，这实
在不合理。”日前，家住
荷塘区的市民侯先生
致 电 株 洲 晚 报 热 线
28829110 称 ，他 停 在
云海世纪城旁无名路
段停车位的摩托车，两
次被城管部门处罚，令
他十分困惑。

摩托车停在“停车位”也被罚款
城管：此处为非法停车位，当事人有异议可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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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无人认领，居民被罚生疑

城管处罚“违法停车”是否违规？

既然侯先生店旁的停车位无
人“认领”，那么侯先生“违法停
车”的说法是否能成立呢？

荷塘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月塘中队（电动/摩托）车处罚
室一名谢姓工作人员认定，侯先
生店铺左侧“停车位”非法停车
位，且该道路属于消防通道。因
此，侯先生的行为属于违法停车。

记者在云海世纪城后侧入口，
的确有看到“消防通道”标志，且地
面喷有“消防通道”字样，但侯先生

店铺毗邻路段未有标识。此外，白
色线框、无停车指示箭头的停车位
也在该区多处路段出现。

湖南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杨
洁认为，侯先生占用“停车位”是
否属违法行为，最重要的是要确
认执法主体是否适格，即城管局
对该行为是否有权处理；其次，还
要分析城管部门执法过程中的执
法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执法措施
是否适当。杨洁认为，即使城管
部门有权对侯先生的行为作出处

理，但其在拖走车辆时未出具书
面通知、未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
利、未告知救济途径等行为可能
违法，且不能达到疏通交通、教育
当事人的根本目的。

昨日，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整治违法停车等市容乱象
是城管部门职责所在，当事人如
对违法事实有异议，可根据《行政
复议法》，向荷塘区司法部门或市
城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
提请诉讼。

▲侯先生停车的“停车位”可见明显白色框线。 记者 易楚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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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总扔小酒瓶 出门还要戴头盔
紫竹茗园居民：希望尽早破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