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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旗南路的东侧，有一座五层大楼，它就是集饭
店、旅店和其它服务项目的茂名饭店。随着城市的建
设发展，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就会有人们的流动交
往，探亲访友，这就要有一个安全舒适经济的住所，于
是才有了完全商业化的茂名饭店。

该饭店建于 1959 年，由四局一公司四工区建设，
大楼高五层。说出来你都不信，工人们只用了25天就
完成了这座大楼主体建筑。在那个“大跃进”“快速施
工”的时代，人们36小时完成2000平方米的车间工程，
5 天时间完成 2679 平方米的 3 层混合结构办公楼，13
天完成 3924 平方米面积的 13 栋 2 层混合结构住宅
……尽管这并不合乎常规，但是不难从中看到当时职
工们的冲天干劲。

饭店建好后，除一楼用作餐厅、理发店、照像
馆、早餐等设施外，二至四楼均为旅业用场。记得
饭店的一楼经营着一家赫赫有名的照像馆，当年来
茂名建设南来北往的人们，不论是初次驾到，还是
即将离茂，都会在这家照像馆留个影，同时也让人
们深深记得“油城照像馆”的名字。其实“油城照
像馆”最早的名字叫“金阳大道照像馆”，因为门前
那条建于 1958 年的大道叫金阳大道，还短暂地叫
过商业大道，直到红旗电影院和红旗大院的建成，
此路才改叫红旗大道。

饭店的五楼则作为茂名市人民有线广播电台的场
所，首任台长则是曾担任过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副台
长的潘祖岳。通过他们的传播，让千家万户通过自己
家门口的“木匣子”，收听到国家大事和油城建设的各
种讯息。

茂名饭店1983年改为“茂名大酒家”。
（张凌云）

随着茂名的建设开发，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
人员及国外的专家，参与了油城早期勘探、设计、指导
和建设，在他们出差或短期工作期间，必须要有一个高
质量的下榻之所，于是，市委招待所就应运而生。

该所建于1959年。1969年底，为了区别于刚组成
的市会议招待所（二所），才改叫一所。该所主楼四层，
附有一个裙楼（餐厅），采用筒子楼设计，中间为通道，
南北两边为厢房，有些套房并设有卫生间，楼内布置堂
皇、典雅，上有吊灯，通道安装壁灯并铺有地毯，是当时
茂名最高档的下榻之地。

市委招待所整个建筑群体现了苏联的建设理念，
主体建筑距街道一定要有一段距离，在主楼前后均设

有花园，前园还有戏水喷池及种上名贵花草。为使场
所贴近自然，增加当地特色，在所东面空地特意建了一
座荔枝园，专人管理，环境堪属一流。

当年的市委招待所除了接待国内客人外，还频
繁接待外国客人，国内客人如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华南歌舞团、武汉杂技团、山西晋剧及河南豫剧院
等团体；外国客人如越南国家民族歌舞团、海防文
工团、罗马尼亚人员代表团、东德专家团等。1964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茂摄制电影《女跳水队员》，
当时电影剧组演员都住招待所。我班选几名同学
参与排演，我有幸选中群众演员，中午和晚上就在市
委招待所就餐。 (张凌云)

1959年3月22日，国务院批准茂名撤县建市
（省辖市），同时茂名也掀起了同等规模的城市建
设高潮。当时不仅要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
同时也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于是，
市里和四局三公司共建了这座位于工业大道东
部的新华书店大楼。

大楼共四层，是一座综合大楼。一楼大厅为
书店，占地 500 平方米，东西两边各有一间约 20
平方米的厢房，两边厢房用作雕塑室，东边厢房
是租书处。二至四楼则为三公司技术人员和基
层领导的居所。房间布局都是两房一厨一卫，中
间还有个小餐厅，近50平方米。

书店的开业和成立，成就了当时不少孩子和
学生的读书梦。那时，我一有空就往书店里钻，
由于年纪小，大书看不了，只能看小人书。但那
时小人书是在柜台里的，不让随便翻看，我只好
求大人买。一次我看中了一本《杨七郎打擂》，央
求母亲给钱去买，母亲不允许，于是我中午便绝
食不回家，后来受到学校的教育批评。那时在书
店门口的地摊租书行业应运而生，只需花一分两
分钱就能租一本书就地看，吸引了不少青少年读
书爱好者，其中也不乏大人参与，成为当时书店
门口一道亮丽风景。

后来我读到四五年级，可以看小说了，一
次一位叔叔到我家玩，手里拿着一本刚花 1 元
钱买的小说《红岩》，我看后爱不释手。叔叔
说送我，母亲赶紧拿也 1 元钱给我去买。多读
书，读好书，对我们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启蒙
和教育作用，说到这点，新华书店起到的作用
不可估量。 （张凌云）

茂名晚报讯 记者 李君平 2月 16日，文化城市建设中的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研讨会暨第七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
公布活动在茂名举行。2 月 14 日至 15 日，近 40 名建筑、文博专家
嘉宾满怀期待陆续抵达驻地，向活动报到。

报到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专家嘉宾签到登记、领取证
件和活动相关资料，有条不紊地办理报到手续。记者了解到，部分
专家嘉宾此前已到过茂名多次，考察过工业遗产，了解过冼夫人文
化。他们很期待此次活动，并表示这次活动将进一步助推茂名的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
委员会专家委员彭长歆回想：“我曾跟随过省相关部门考察过茂名
油城三路的百货大楼、‘五层楼’（茂名市委、市政府原办公大楼）
等，当时的规划和建筑非常有特点和具有代表性，对工业遗产研究
有一定的价值。”再次来茂，他感慨茂名变化很大，过去主要是石化
发展，现在是全面发展，相信这次活动进一步提升茂名城市文化和
城市品质，助推高质量发展。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研究中心特聘总编、国家文物局专家腾磊表示，这是他第五
次到茂名，上一次来主要了解本土特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去
年，茂名正式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这次又举行建筑遗产项目推
介活动，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趋势良好。”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学术指导，
茂名市人民政府、中国文物学会主办，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建筑评论》“两刊”编委会承办，本次推介项目是自2016年首次公
布后的第七批。

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公布活动专家嘉宾报到

将进一步助推茂名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

专家嘉宾登记报到。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吴昊 摄

新华书店——
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市委招待所——茂名曾经最高档的下榻之地

茂名饭店——开启完全商业化模式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丘立贺摄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丘立贺摄

老建筑里的茂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