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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中午，慕书江在院外整
理着村民上交的废弃反光膜，这
些膜曾因无人清理被风吹得到
处都是，现在他用化肥换膜———
100斤尿素换5斤反光膜的方式，
让村民自觉交了上来。

几十吨膜往这里一堆，果园
和周边村庄的环境终于不再被

污染，慕书江整理起来也很得
意。让他更得意的还有另一个身
份，烟台栖霞旭源草根合作社发起
人兼社长。横跨招远、莱阳、栖霞3
个县级市，12个乡镇，230个村庄，
近6300户社员，这是合作社目前的
规模。很难想象，没上过什么学的
慕书江成立它只有两年。

60岁的慕书江是栖霞东南
庄村一位普通农民，从小便跟着
父母上山务农，从1990年开始兼
做粮食生意，直至2010年又回了
家。“做生意的时候，常年在外面
漂泊，打拼了多年，最后发现自
己的根还在农村。”当年，慕书江
回到村里后，承包了村里14亩果
园和80多亩农田，从此安心在家
务农。

“农民因为没文化，很容易
被商贩欺诈。我身边就有很多农

户买化肥被人敲了竹杠，甚至买
了假货。如果把乡亲们组织起来

‘团购’农药化肥，会不会降低种
植成本，避免上当受骗呢？”一种
朦胧的合作意识逐渐在慕书江
脑袋里形成。

直到2012年3月的一天，慕
书江无意中看到的一条关于《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新闻，让他
兴奋不已。慕书江马上让儿子上
网查询了有关合作社的知识。认
真学习后，他用一个月制订出章
程，并打印出来与亲戚朋友分
享。不久，慕书江和几位志同道
合的村民“搭起合作社的台子”，
18户村民入社，并于2012年4月9
日正式在栖霞市工商局注册。

虽然有村民支持，但慕书江
听到的风言风语也不少，甚至有
人怀疑搞合作社就是为了卖化

肥。现任旭源草根合作社办公室
主任的李晋林就曾唱过反调。

“2012年4月，慕书江带着章程突
然造访我家，希望我能到合作社
做会计。当时我章程都没看直接
扔到了床底下，并再也没有和他
打过交道。”

2013年3月，几个卖化肥的
来找李晋林，并拿出报价表宣称
是最低价，李晋林突然想起章程
背面印有合作社的报价表，赶紧
从床底下拿出来一看，“慕书江
给的价格比市场低了两成。”看
着报价表，李晋林深感羞愧。事
后，他马上与慕书江联系。慕书
江啥也没说，让他担任起了办公
室主任一职。

更让李晋林没想到的是，慕
书江不但以市场价八折的优惠
价格为社员提供化肥农药，当出

厂价达不到这么低时，他还会自
掏腰包补贴给社员。

“自己出点力，看着大家伙
挣钱，心里舒坦。”慕书江的合作
社不靠租地种地挣钱，合作社的
管理人员也不拿工资。成立合作
社至今，慕书江自费带着村民深
入北京、青岛等十多个省市，本
着实惠又能保证质量的原则，最
后确定6家大型农药化肥企业作
为供货单位。就靠着这次考察，
近6300户村民一年就可省下300
多万。

说着说着，慕书江边走向果
园边憨笑起来，“我就是地地道道
的庄稼汉。”这个建好的苹果示范
园是他带人在东南庄村东山上开
荒建起来的，里面村民集资200多
万元的水渠明年就将完工，“3500
多亩农田就不愁吃喝啦！”

6600岁岁老老农农建建起起横横跨跨三三市市合合作作社社
不拿工资自费带村民考察，为社员团购化肥年省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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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慕书江
正在整理
村民送来
的反光膜。

慕
书江正在
指导社员
如何为苹
果树“束
花”。

家
里的羊追
着慕书江
要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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