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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志方

画个圈
即表示同意或阅知

政务活动中，各种文件是领
导干部行使职权、办理公务的重
要载体。长期以来，领导干部在
批阅文件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则就是“圈阅”，即在有关文件及
其有关位置上画个圈，即表示同
意或阅知。

《领导科学》曾刊登过一篇
《批文与圈阅的学问》的文章，作
者李欣，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办
公厅秘书局。文章中提到，批阅文
件，一般是在本层次领导成员之
间进行的。如果把文件批给本层
次领导成员以外的某个领导人
看，那多半是要这个成员注意或
解决在本地区、本部门发生的某
个问题。批阅文件的用意不同，批
法就不同，阅文者则跟着这种不
同的用意、不同的批法，采取不
同的阅读态度和签阅方法。

目前能看到的1950年代至
1960年代的领导人批示件原件，
内容较长的批示都写在文件标
题部分上方的留白区域。最晚到
1990年代中期，随着公文管理的
规范化，公文下发多有“传阅单”
等流程控制页，上面会写明须传
阅的领导名字，领导看后如无特
殊意见，仅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
圈——— 谓之圈阅。同时还附有

“批示单”，为每位领导留下批示
栏，便于领导指示。

于是，早期文件上各级领导
在页眉页脚、字里行间分别批
示，一份文件面目全非的情形便
很少再现。而且对于每位拿到文
件的官员来说，这更便于他们清
晰地知道其他同僚的意图。

首创者
是毛泽东秘书叶子龙

圈阅在处理政务文件中如
此盛行，那么这种批示方式又是
谁首创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创“圈
阅”的是叶子龙。叶是毛泽东的

“五大秘书”之一。关于“圈阅”的
由来，叶子龙回忆道：

1948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
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
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
定》，随即发往全国。中央要求各
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
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着关注
各地的反映。3月的一天，毛泽东
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
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
秘书的胡乔木回答说早就来了，
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
及时送给我看?”

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
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
上画了许多钩，因为当时领导
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
页上画上钩，所以叶子龙说：

“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毛
泽东听了有些不悦，说：“我根
本就没有看过！”

由于上面只有钩钩，从钩钩
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所
以到底谁看过了谁没看过，难以
分辨。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叶子龙
想了个办法：送传电报、文件前，
先在上面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
哪位领导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
字上画一个圈。这样一来，谁看
了谁没看就一目了然了。

从此，中共领导人的“圈阅”
制度就开始实施，并一直沿用下
来。

任免干部
仅圈阅不够正式

回到中组部在守则中提出
的“禁止以领导圈阅等形式决定
干部任免”，其原文是这样说的：

“不得以个别征求意见、领导圈
阅等形式代替党委（党组）会集
体讨论决定干部任免，党委（党
组）主要负责人不得凌驾于组织
之上，反对和防止个人或者少数
人专断。”

守则中的这个提法并不新
鲜，《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第六十三条就有类似
的规定，“不准以书记办公会、
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党委（党
组）会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任
免。”

领导圈阅为什么会和“个人
或者少数人专断”扯上关系？

首先，红头文件等都是非常
严肃的文书，文件上签署意见，
是指挥指导下属工作的重要依
据，往往具有法律责任确认的重
要功能，大多还需要存档备查，
不得马虎，所以在干部任免这样
的重大问题上，仅仅“圈阅”不够
正式。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按照
党内规定，重大问题要集中讨论
研究，要集体议事，然后付诸
表决。这种形式，可以将问题
摆到桌面上来，有话公开说，
有意见说在明处，并且应当
形成会议纪要，以示严肃性。
而圈阅恰恰有意无意地省却
了这些程序，有的是主要负
责 人 签 好 主 要 意 见 ，然 后

“请”班子其他成员圈阅，这种
做法无疑会影响到班子的其他
成员，相当于将班子一把手的一
票变成了决定票。

一一把把手手圈圈阅阅有有时时能能变变决决定定票票
防个人专断，禁以圈阅代替集体讨论

网网传传1100GG裸裸照照借借贷贷，，最最年年长长者者4477岁岁
近日，一个容量10G的“裸条”照片和视频资料流出，信息涉及

161名女性，其身份信息和亲友联系方式遭到曝光。信息包含了裸
贷借款人手持身份证的全身照、裸贷借款人个人及家人信息、全裸
手持身份证照片，还有不堪入目的视频。经梳理发现，涉及的借款
人中不少来自师范院校。

中组部近日修订印发的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
免事项守则》中提到：禁止以领
导圈阅等形式决定干部任免。
什么是“圈阅”，作为领导干部
处理公文的一种方式，它具有
怎样的效力，为什么中组部会
对这种批示方式专门发禁令？
且听嗷夜哥一一道来。

中央档案馆存留的1949年中央圈阅材料。（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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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阴县德亭商贸中心营业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1328300005797，投资人姓名：杨
德亭）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居住农村的比较多

压缩文件内容涉及161名
女性，年龄段集中在17岁到23
岁之间，其身份信息和亲友联
系方式遭到曝光。从学校来看，
共计28人学校信息被泄露，涉
及25所院校，来自河南与江苏
的院校最多，均有3所。师范学
校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成了

“重灾区”，其中仅安阳师范学
院就有3人。

在161名女性借款人中，
146人的籍贯信息被泄露。其中
四川最多，有14人；广东和江苏
次之，分别为11人和10人；第三
梯队是河南和黑龙江，均为9
人。北上广地区分布较少，北京
有1人，上海、广州有3人。

从具体所属的市县来看，
绝大多数借款人籍贯为三四线
城市，且居住地在农村的较多，
籍贯地为北上广一线城市的人
数仅为7人，不超过总数的5%。

在161人中，144人的年龄
信息被泄露。其中，最年轻的有
4人为1999年生人，最年长的有
一人竟然是1969年生人。“裸贷
者”最集中的出生时间是1993
年到1997年之间，大部分还处
于大学时段，这部分共计91人，
占比63 . 2%。

有女生离家出走

裸贷信息泄露后，有涉事
女生因不堪其扰离家出走。

吴泓的女儿吴菲菲（化名）
今年刚升入大二，于11月16日
离家出走，目前已经联络了合
肥当地的派出所，但至今杳无
音信。

吴菲菲之所以离家出走，
一方面是因为借了50多家校园
贷平台，累计需要还款50万元，
给家庭造成了巨大压力；另一
方面，自己抵押的裸照被出借
人在网络上肆意传播，内心不
堪重荷。本次泄露出来的10G
裸照中，也有她的身影。

吴菲菲刚进入大一就学会
了利用校园贷借款。当时父母
给她的生活费一个月在2000元
左右，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不够
用了，KTV、买衣服、学生会聚
餐的费用远远超支。这时，有同
学向她推荐了校园贷，起初她
胆子比较小，也就敢借两三千
元。

到今年8月，事情越来越不
可控制。在短短三个月后，也
就是1 1月，由于借入的都是
每周利息超过30%的高利贷，
利滚利之后，欠款已经达到
了50万元。

利息最高为每周15%

除了在校大学生之外，打
裸条的还有一些已经工作的女
性，部分从事酒店服务工作和
美妆销售，有些甚至还有配偶。

从借条本身来看，26人借
款金额被泄露，最高的是2 . 3
万元，最低的是1000元，多数人
的借款金额在2000元到6000元
之间，这部分人占比38 . 5%。从
利息来看，最高的为每周收取本
金15%的利息，还有人两个月被
收取本金100%的利息，远远高
出年化24%以内的法律保护的
民间借贷利率规定。

此外，40人的亲友联系方
式被泄露。放贷人要求借款人
提供的信息覆盖了其整个“朋
友圈”，学生的父母、辅导员、室
友联系方式，甚至是班级QQ、微
信群号码。放贷人与借款人规
定，如果逾期三天不主动说明情
况，将采取措施在各大社交网
站、学校网站、朋友圈曝光个人
信息，并通知父母与学校相关
同学、老师。 据中青报、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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