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建筑利用专项报告

一、引言

黑岩村作为红色旅游胜地，其旧建筑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合理利用这些旧建筑，

既能保护当地历史风貌，又能为红色旅游增添独特魅力，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本专项报告旨

在对黑岩村红色旅游配套相关旧建筑进行全面评估，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利用方案，实现旧建

筑的可持续再利用。

二、旧建筑现状评估

建筑历史与文化价值

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走访当地居民等方式，深入挖掘旧建筑的历史背景。部分旧建筑始建于

革命战争时期，曾作为红军临时指挥部、物资储备点等，具有重要的红色历史意义。其建筑

风格融合了当地传统民居特色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元素，如青瓦坡屋顶、夯土墙体等，反

映了当时的建筑工艺与文化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

结构安全状况

组织专业结构检测团队，运用无损检测技术（如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钢筋

锈蚀仪检测钢筋状况）和现场勘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旧建筑结构进行全面检测。结果显示，

部分建筑由于年代久远，存在墙体开裂、木梁腐朽、基础沉降等问题。但整体结构仍具有一

定的承载能力，通过加固处理可满足后续使用要求。例如，对某座旧民居的木结构梁架进行

检测，发现部分木梁出现虫蛀和腐朽现象，木材强度降低；墙体存在多处竖向裂缝，宽度在

0.5 - 2mm 之间。

建筑功能与空间布局

现存旧建筑功能主要以传统民居居住功能为主，空间布局较为紧凑，房间尺度较小。内

部空间划分简单，多为一进或两进院落式布局。在考虑红色旅游配套利用时，现有的功能与

空间布局无法满足游客接待、展览展示、休闲服务等多样化需求。如某旧建筑原有的居住房

间难以直接改造成宽敞的红色文化展厅，需要对空间进行重新规划与改造。

三、旧建筑利用目标与原则

利用目标

打造具有浓郁红色文化氛围的旅游配套设施，如红色文化博物馆、特色民宿、红色主题

餐厅等，丰富黑岩村红色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吸引力。通过旧建筑的合理利用，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

利用原则

保护优先：将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放在首位，在利用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建筑

的结构、外观风貌、历史痕迹等，确保旧建筑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建筑构件（如红军留下的标语、特殊建筑装饰等），采用专业保护措施进行修复与维护。

功能适配：根据红色旅游发展需求，合理调整旧建筑功能，使改造后的功能与建筑原有

特色相融合，实现功能与形式的统一。例如，将具有较大空间的旧仓库改造为红色文化演艺



厅，既利用了其宽敞空间，又能通过演艺活动传播红色文化。

可持续发展：采用节能环保的改造技术与材料，提高旧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运营

成本。同时，考虑旧建筑的长期维护与管理，确保其在后续使用中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实现

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四、旧建筑利用策略

结构加固与修复

针对结构安全问题，制定详细的加固方案。对于墙体开裂，采用压力灌浆法填充裂缝，

增强墙体整体性；对腐朽木梁，采用碳纤维布加固或更换部分受损严重木材的方式进行修复；

对于基础沉降，采用锚杆静压桩等技术进行加固处理，确保基础稳定。在加固过程中，尽量

采用与原有结构相适应的材料和工艺，如使用传统的糯米灰浆修复古建筑墙体，保持建筑的

历史风貌。

空间改造与功能提升

根据新的功能需求，对旧建筑空间进行重新规划。拆除部分非承重墙体，打通空间，增

加空间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例如，将多进院落的旧民居中间的隔墙拆除，形成连贯的参观流

线，用于展示红色文化展品。同时，增加必要的功能分区，如在旧建筑内设置游客休息区、

卫生间、服务台等配套设施。在空间改造中，注重采光与通风设计，通过合理开设窗户、设

置通风井等方式，改善室内环境质量。

外观整治与文化彰显

对旧建筑外观进行整治，修复破损的屋顶、墙面，清理建筑外立面的污垢与杂乱附着物。

在保持原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如在建筑外墙绘制红色主题壁画、设置

红色文化标识牌等，突出红色旅游特色。对于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门窗、屋檐等构件，进行

精细修复，展现当地传统建筑工艺之美。

五、旧建筑利用具体方案

红色文化博物馆

选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且空间较为宽敞的旧建筑作为红色文化博物馆。对建筑内部空间

进行重新布局，划分出序厅、历史展厅、文物展厅、多媒体展厅等不同功能区域。在结构加

固方面，对原有建筑的大跨度木结构屋顶进行加固，确保结构安全。外观整治上，保留建筑

原有青瓦坡屋顶与夯土墙体，在外墙增设浮雕，展现红军战斗场景。通过展示珍贵的历史文

物、图片、多媒体资料等，全面展示黑岩村的红色历史与革命精神。

特色民宿

利用多座传统民居旧建筑改造为特色民宿。在结构加固时，重点处理好基础与墙体的稳

定性问题。空间改造上，将部分小房间打通，形成舒适的住宿空间，并增设独立卫生间。在

室内装修上，保留传统的木质家具、雕花门窗等元素，营造古朴的居住氛围，同时配备现代

化的住宿设施，如空调、无线网络等。在民宿周边设置红色文化景观小品，如红军雕塑、红

色标语墙等，让游客在住宿过程中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红色主题餐厅



选择交通便利、位置显眼的旧建筑改造为红色主题餐厅。结构加固主要针对建筑的梁柱

结构进行检测与加固，确保承载能力满足人员与设备荷载要求。空间布局上，设置用餐区、

厨房区、特色包间等。用餐区采用红色主题装饰，如悬挂红色灯笼、张贴红色文化海报等。

在菜品设计上，推出具有当地特色且与红色文化相关的菜品，如 “红军菜”“革命炖菜” 等，

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了解红色文化。

六、实施计划与保障措施

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完成旧建筑详细勘察与评估报告，确定利用方案与设计图纸；组建项目团队，

包括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队伍等；开展项目招投标工作，确定施工单位与材料供应商。

第二阶段：按照设计方案进行结构加固、空间改造、外观整治等施工工作。在施工过程

中，加强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确保工程进度与质量。定期组织专家对施工过程进行检查与

指导，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第三阶段：完成施工后，组织相关部门与专家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进行室内软

装布置、设备调试等工作，准备投入运营。制定运营管理方案，加强人员培训，确保旧建筑

改造后的设施能够正常运营，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

保障措施

政策支持：积极争取政府在红色旅游项目建设方面的政策支持，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土地政策等，为旧建筑利用项目提供政策保障。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确保项目

建设符合当地旅游发展规划与城市建设要求。

资金保障：多渠道筹集项目资金，包括政府专项扶持资金、社会资本投资、金融机构贷

款等。合理安排资金使用，制定详细的资金预算与使用计划，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保障项目

顺利实施。

技术保障：依托专业的建筑设计单位、科研机构，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在设计、施工

过程中，采用先进的技术与工艺，确保旧建筑改造质量。建立技术咨询与服务机制，及时解

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