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耆公 

陈耆公(1195～1264 年)，宋长泰县彰信里(今陈巷镇)双芹社人。他家祖业富有，平生

乐善好施，素为里人敬重。 

嘉定末年至宝庆初年，长泰旱涝更迭，尤其彰信、人和(今武安镇)两里，处于丛山环抱

的盆地中心，水利年久失修，大片田园成为“看天田”，无雨龟裂，遇雨汪洋，年成不好，

民难谋生。其时，陈耆公正当盛年，决心为乡里倡修水利，遂将自家田地 240 多亩与他处田

地相交换，以便连片兴修水利设施。还聘请水利名师，亲自陪同勘测地势，足迹遍及旌孝、

石铭、彰信、恭顺、人和等五里，经过设计制图，拟订出双圳陂工程。先从岩溪奎山之麓、

龙津溪乌石潭处，筑坝截流，引水入古仓造陂，名开禧陂。陂以下采取双圳分流，故名双圳

陂。东圳筑陂 7 处(陈坑、陈塘、田仔、洋陂、长背、陶塘、夫坊)，西圳筑陂 8 处(上原、

竹木、后溪、汤湖、洋溪、山重、罗鼓、新塘)，连同开禧陂计 16 陂。后山重陂塌陷，成

15 处，因此又名“十五户陂”。圳水流经 15 村、7 大姓氏(陈、林、戴、杨、卢、王、刘)

地界，其中开凿池塘 36处、圳沟 300 余条。嘉熙元年(1237 年)建成，全长 300 余里。随后，

还在易被洪涝冲毁之处设堰置闸，按照需要或开或闭，旱时开闸灌溉，涝时开闸排泄，平时

闭闸蓄水。挑选有才干并热心公益的人充任陂长，常年派人巡视、管理、维修，不使废弛。

这一水利工程，当时可灌田万余亩，确保长泰万众得到温饱，村社之间的水利纠纷也得到根

本解决。立石纪事，至今利赖。 

感于陈耆公克己为众高风，当时乡人把他入祀乡贤祠。康熙版《漳州府志》为之立传。

现今长泰人民还在怀念他的功德。 

魏天忠 

魏天忠(？～1277 年)，原籍四川，后裔居龙溪县华丰提巷(茶烘)后坑村(今属华安县)。

宋德祐元年(1275 年)进士，授为御史。 

元兵入寇，魏天忠以文职兼武衔入卫，随宋帝端宗南奔，航泊法石。时泉州招抚使蒲寿

庚叛宋，宋军失败。天忠与陆秀夫护端宗潜逃晋江湾东石寨，总兵刘洙募义士加强保护，于

围头又遇元兵。天忠率航奔刘五店，继走金门，从裂屿(今云霄列屿)中脱险。天忠又护帝经

白水营至龙溪县九龙岭，被元兵四面围困，宋军死伤惨重。众官皆失散，独天忠护宋帝。元

将阿剌罕胁迫宋帝饮毒自尽，天忠呵叱元使，毅然与端宗对调服饰，头戴皇冠，身披龙袍，

代帝饮鸠殉节，保全了端宗，使之南逃广东。 


