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会议专题
HUIYIZHUANTI 敕勒川文化

丈土地，规定土地所有者除缴纳大量费用

外，多丈出的地亩，必须交足地价，赋税

也跟着增加。同时开放烟禁，提倡种植鸦

片。消息传开后，农民群众无不感到恐

慌。根据这种情况，中共绥远地委做出了

发动农民反对清丈土地的决定。贾力更与

毕克齐党支部的同志们立即分头行动起

来。2月下旬，丈地局首先在毕克齐丈量

土地。农协会员当场抓住了清丈委员营私

舞弊的证据，贾力更立即组织召开群众大

会，把清丈委员赵滁和包办丈地事务所的

豪绅押往会场，揭露他们鱼肉农民的种种

罪行。农民协会郑重宣布：清丈土地一律

无效。会后，愤怒的农民把赵滁等土豪劣

绅游街示众，然后驱逐出毕克齐。

毕克齐反清丈斗争的胜利，使四方农

民受到巨大鼓舞，纷纷起来斗争，绥远地

委决定：以绥远国民党部的名义，发动一

次反对清丈土地为主的大规模群众斗争，

把农民运动推向高潮。按照党的指示，贾

力更和党内其他同志发动数千农民，参加

了3月28日在归绥城南孤魂滩召开的绥远

农民大会。会后，农民群众在与会工人、

学生和市民的支持下，兵分两路，拥进城

内，捣毁了地亩清丈局和归绥县衙门。而

且，合兵一处，浩浩荡荡地开向新城，到

绥远都统衙门请愿。迫于群众的威势，都

统商震接受了农民的要求：停止丈地，取

消开放烟禁的决定，撤销垦务督办和归绥

知事等贪官的职务，斗争取得了胜利。

 正当农民运动继续高涨的时候，1927

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动手，

发动反革命政变。绥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

变化，国民党右派分子公开组织反共游

行。6月，又开始了大规模“清党”。贾力

更等同志迫于形势，转入农村坚持斗争。8

月下旬，又前往包头，在“老一团”隐蔽

下来。“老一团”是土默特旗地方武装，

由清末的土默特陆军演变而来。由于是一

个团的编制，故称“老一团”。这个团的

官兵素来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不少人同

情和支持革命。贾力更和在此隐蔽的其他

同志组织起来，在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

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同时，在沿大青山麓

的村庄开辟了10多个工作据点和联络点，

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1929年4月，贾力更奉派到蒙古人民共

和国党务学校学习。1932年学业结束后，

被分配到赤色职工国际中国工人俱乐部任

干事兼会计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

桥事变，打响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

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10月中旬，归绥、

包头等地相继沦陷。在这生死存亡的关

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

展的唯一出路。国难当头，贾力更奉派回

到绥远，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中共党员杨

植霖等同志挑起了领导土默川人民抗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